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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是指妊娠期首次发生的糖代谢异常。近年来

孕妇人口结构发生变化,高龄产妇分娩率增加,加之

肥胖率上升,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率也随之逐年上升。
国际糖尿病联盟2019年发布数据,全球约15.8%的

妇女 在 妊 娠 期 间 发 生 不 同 程 度 的 高 血 糖,其 中

83.6%由妊娠期糖尿病导致[1]。一项荟萃分析显示,
根据国际糖尿病妊娠研究组诊断标准,我国妊娠期糖

尿病综合患病率为14.8%[2]。妊娠期糖尿病不仅影

响围生期结局,还将对母儿远期健康造成威胁,成为

患者产后发展成糖尿病、代谢综合征、肥胖以及心血

管等疾病的高危因素[3]。胎儿期的高血糖环境也使

子代随着年龄的增加,发生超重、肥胖、糖代谢异常的

风险显著增加[4-5]。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的妇女产后

5年内有25%发生代谢综合征[6],10年内有70%的

可能发展为2型糖尿病[7],且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

2.3倍[8]。因此,开展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管理,

早期发现、及时干预疾病的发生发展,对改善产后母

婴健康状况至关重要。
1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糖代谢管理现状

1.1 产后糖代谢筛查建议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大多

数产后血糖会恢复正常,但后期出现糖尿病前期、糖
尿病以及再次妊娠时妊娠期糖尿病复发的风险较高,
产后及时进行糖尿病筛查,能够帮助患者产后尽早预

防、延缓或控制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产后糖代谢筛

查方 式 主 要 包 括 葡 萄 糖 耐 量 试 验(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
 

OGTT)、空腹血浆葡萄糖检测和糖

化血红蛋白(HbA1c)检测。2019年加拿大妇产科医

师协会(Society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
 

of
 

Canada,
 

SOGC)推荐:妊娠期糖尿病产妇应在产

后6周至6个月行OGTT,以筛查是否有糖尿病前期

和糖尿病[9]。《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年

版)[10]提出产后6~12周及产后1年应行 OGTT评

估糖代谢状态,无高危因素者2~3年筛查1次并长

期随访。2021年美国糖尿病协会(American
 

Diabe-
tes

 

Association,
 

ADA)[11]提出产后4~12周行OG-
TT,若结果正常此后每1~3年可使用 HbA1c、空腹

血糖或OGTT持续评估糖代谢状态。英国国家卫生

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NICE)[12]认为,与仅使用空腹血糖

相比,使用 OGTT筛查出2型糖尿病的妇女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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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但只有50%的妇女完成产后OGTT检测,依从

性与随访率均较低,因此建议在分娩后6~13周进行

空腹血糖检测,若空腹血糖低于6.0
 

mmol/L,代表妇

女目前患糖尿病的可能性较低,可继续遵循生活方式

的建议(包括体质量控制、饮食和锻炼)并每年随访;
空腹血糖在6.0~6.9

 

mmol/L,代表妇女为患糖尿病

的高风险人群,根据预防2型糖尿病指南向她们提供

相应的建议、指导和干预;空腹血糖≥7.0
 

mmol/L,
则提示可能患有糖尿病,需要进一步进行 OGTT检

查以确诊。若妇女在13周内未能接受空腹血糖检

测,推荐采用 HbA1c检测,同样将 HbA1c检测结

果≤5.6%,5.7%~6.4%和≥6.5%的妇女区分为三

种风险等级人群并加以不同干预。由此可见,目前国

内外关于妊娠期糖尿病产后糖尿病筛查具体的方法

建议尚不一致,应结合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实际情况如

本土的诊治规范、经济/医疗水平、人文环境、传统习

俗等综合评判。
1.2 产后糖代谢筛查与随访现状 尽管 WHO、
ADA、NICE等均推荐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进行产后

糖代谢筛查并提供长期随访,但由于来自医疗体系和

患者的种种障碍因素存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糖

代谢筛查的依从性仍然很低[13]。一项大样本随访研

究数据显示,在1999~2007年和2015~2016年的两

个队列研究中,分别有59.8%和35.0%的妊娠期糖

尿病 患 者 接 受 产 后 血 糖 检 测,而 其 中 分 别 只 有

13.5%和14.2%按时接受产后第1次血糖检测。在

1999~2007年队列的长期随访期间,任何一年中至

少接受过1次检测的患者比例很低,平均为34.1%。
随着分娩后时间的推移,接受年度检测的患者比例逐

渐下降[14],国内研究也显示,仅有38.4%的妊娠期糖

尿病患者在产后6个月内接受了血糖筛查[15]。
关于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发生2型糖尿病和

代谢综合征的报告差异很大,有15%~70%的妊娠

期糖尿病患者将来会出现糖代谢异常,其中主要是2
型糖尿病[16],结果可能受所使用的妊娠期糖尿病诊

断标准以及基线人群特征的影响,并且随着时间延长

发生2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等疾病风险增加。在

妊娠期糖尿病诊断标准统一之前,诊断主要参照

1979年美国糖尿病资料组标准、2000年 ADA标准

以及 WHO标准。2008年国际妊娠合并糖尿病研究

组织(IADPSG)制定的新妊娠期糖尿病诊断标准逐

渐被全球公认,我国也于2011年采纳此标准。新标

准以围生期结局作为主要判断指标,血糖界值较以往

明显降低,所以妊娠期糖尿病检出率明显增加。采用

新标准的调查显示,产后7~12周糖尿病发生率为

3.7%,糖耐量受损发生率为35.1%[17];产后3~6个

月糖尿病发生率为4.88%,糖代谢异常发生率为

39.02%;产后前5年2型糖尿病的发生率为6%[18],

糖尿病前期发生率为55%。前后标准对比发现,采
用IADPSG定义的妊娠期糖尿病产后2型糖尿病和

代谢综合征发生率更高,提示新标准能精准有效识别

血糖高风险人群,尽早进行治疗。但也有研究认为

IADPSG定义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2型糖尿病发病

率最低[19]。鉴于不同研究评估时间及人群的差异,
与妊娠期糖尿病相关的2型糖尿病趋势尚不清楚,需
要进一步探索。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发生2型糖

尿病的风险随着随访时间延长呈线性增加,每年增长

率为9.6‰,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10年、20年、30
年、40年及50年进展为2型糖尿病的发生率分别为

19.7%、29.4%、39.0%、48.6%及58.3%[19],因此建议

对诊断为妊娠期糖尿病的患者进行长期随访,动态监

测。
2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糖代谢筛查障碍因素分析

2.1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与家庭障碍因素 从自身和

家庭角度分析阻碍妊娠期糖尿病妇女产后糖代谢筛

查的障碍因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患者个体

情况,研究中发现文化程度较低、家庭月收入较低患

者对筛查的依从性较差[20-21]。主要由于她们对自身

健康的重视程度较弱,且由于不利的社会经济处境使

其缺乏获得医疗、护理的机会。其次是患者对于妊娠

期糖尿病的疾病认知程度,研究发现,产前是否接受

过专业途径来源的妊娠期糖尿病健康教育和规范治

疗对于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个人健康生活方式改

变的信心、是否接受糖代谢筛查和疾病远期影响非常

重要[21-23]。第三是产后产妇个人及家庭成员的生活

重心发生转移,家庭照护的时间管理存在困难。妊娠

期糖尿病患者产后自身角色发生转换,母亲的角色往

往使其将婴幼儿需求置于优先地位,而对自身健康管

理缺乏重视,遗忘或忽视产后糖代谢筛查[23-24]。尤其

对于母乳喂养的妇女,时间上限制、睡眠不足、疲劳等

因素加重了这一情况的发生。
2.2 卫生保健与管理障碍因素

2.2.1 医疗卫生保健人员妊娠期糖尿病产后管理知

识缺乏 很多分娩医院的医护人员对妊娠期糖尿病

产后随访内容并不了解,因此往往重视妊娠期糖尿病

孕期血糖管理而忽略产后随访管理[20]。社区家庭医

生负责产后家庭访视,但家庭医生通常也并不了解妊

娠期糖尿病产后随访管理规范和内容[25]。而妊娠期

糖尿病患者往往希望能够接受到更加详细的产后保

健方案,包括推荐进行糖尿病筛查与预防、自我血糖

监测、产后随访内容等。
2.2.2 连续性卫生保健系统不完善 尽管各指南中

明确指出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患者是未来糖尿病的

高危人群,应定期进行糖代谢筛查与管理,但都未明

确指出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糖尿病筛查责任的归

属问题。无法保证为妊娠期糖尿病患者提供产后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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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保健的同时筛查糖代谢异常,故而部分患者表示在

孕期接受妊娠期糖尿病强化管理后,产后感受到被遗

弃的感觉[23]。由于缺乏产后随访方式和干预资源的

整合、产前和产后保健服务分散等原因导致妊娠期糖

尿病产后系统管理存在障碍,产后医疗保健机构无法

获取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患者的孕期诊疗信息,因而

也无法进行有效的跟踪随访。
2.2.3 糖代谢筛查方法的争议 各指南所推荐的妊

娠期糖尿病产后糖代谢筛查时间主要在产后4/6周

之后,由于医疗保健系统缺乏信息互通,因此跟踪随

访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难度较大,且患者反映OGTT
的体验感较差,主要由于试验耗时较长、工作时间与

就医时间冲突[23]、试验期间需空腹等原因,故而对

OGTT筛查的依从性不佳。有研究表明妊娠期糖尿

病患者产后住院期间(产后第2日)进行糖代谢筛查

对于后期发生糖代谢异常有一定的预测效果[26]。虽

然此类研究展现了未来产后早期糖代谢检查的可行

性和对后期糖尿病可预测性,但仍需大样本、多中心

的研究进一步验证。
3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管理现状

3.1 国外管理现状 国外构建妊娠期糖尿病产后

管理计划和方案较早且随访管理的时间较长,美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将通过糖尿病预防计划(Diabetes

 

Prevention
 

Program,
 

DPP)验证的降低糖尿病风险

干预模型与妊娠期糖尿病产后管理相结合,构建妊

娠期糖尿病产后糖代谢干预方案,如Chasan-Taber
等[27]设计了针对美国西班牙裔妇女妊娠期糖尿病

产后糖尿病预防计划,采用面对面随访、电话和邮寄

材料等方式在孕29周至分娩(介绍阶段)、产后6周

至6月(活跃阶段)和产后6~12月(维持阶段)进行

分阶段随访干预,研究表明生活方式干预并没有对

产后抑郁或自理能力情况有所改善,但接受生活方

式干预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在产后6个月、12个月

体力活动水平显著提高,有助于加强其对远期处于

糖尿病高风险的个人认知。澳大利亚“妊娠期糖尿

病后的母亲”(Mothers
 

After
 

Gestational
 

Diabetes
 

in
 

Australia,
 

MAGDA)组织登记孕期诊断妊娠期糖尿

病的患者并根据 MAGDA-DPP方案开展强化阶段6
次面对 面 干 预 和 维 持 阶 段 后 续 电 话 跟 踪 随 访1
年[28],旨在鼓励参与者减少脂肪摄入尤其是饱和脂

肪酸的摄入、增加膳食纤维摄入量、增强体力活动和

减轻体质量。此外,近年来移动医疗在妊娠期糖尿

病产后领域也有一定的开发应用,如新加坡 Karen
等[29]开发了nBuddy手机应用程序,设定个体化目

标体质量,监测患者输入每日食物摄入量和计步器

获得与健康生活方式相关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制

作16个视频,内容涵盖新妈妈的饮食、身体锻炼、情
感健康、母乳喂养和断奶饮食对婴儿的好处等,帮助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减重,以降低其未来糖尿病

发生风险,研究结果显示干预组40%的患者在分娩

后4个月达到个人最佳体质量,且在分娩后4个月

的热量摄入显著减少,健康行为得分较高。
3.2 国内管理现状

3.2.1 以助产医院主导的产后管理 以助产医院

为主导的妊娠期糖尿病产后管理是指分娩医院在产

后为产妇提供医疗诊治、咨询等服务的同时为患者

提供产后糖代谢筛查的建议或帮助。Guo等[30]在

国内农村地区有妊娠期糖尿病既往史患者中开展以

证据为基础的强化生活方式改变计划,内容包括6
次(每2周1次)面对面小组课程、5次(每2周1
次)电话咨询和3次每月1次的电话咨询以鼓励行

为改变,6个月后结果显示干预对控制患者 HbA1c
增加、改善生活质量以及主观社会支持感具有潜在

影响。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除门诊面对面、电话

和短信等传统随访形式外,远程医疗服务在产后人

群的管理中发挥了优势。以助产医院为主导的妊娠

期糖尿病产后管理不仅能帮助改善患者体脂、血糖

等指标,同时也能加强患者与医务人员之间的信任,
实时传递个性化指导信息,易于追踪回访,提高患者

产后随访率和健康行为依从性[31]。虽然分娩医院

对于产妇情况较为了解且产妇自身对于助产医院较

信任,接受度高,但分娩医院仅开展各自医院患者的

产后随访,与社区等初级保健机构存在断档现象,无
法做到持续、系统的妊娠期糖尿病孕产妇远期随访

管理。
3.2.2 以初级保健机构为主导的产后管理 以初

级保健机构为主导的妊娠期糖尿病产后管理是指由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基层妇幼保健机构为患者提供

产后母婴保健服务。目前基层医护人员缺乏妊娠期

糖尿病产后糖代谢管理的意识且妊娠期糖尿病产后

糖代谢筛查与管理并未纳入基层卫生保健人员的工

作范畴内。绳宇等[32]对妊娠期糖尿病且产后糖耐

量减低的产妇开展社区卫生服务,发放知识手册并

与其预约好家庭访视的时间,在产后6~8周复查后

的第1周开始对研究对象进行家庭访视,每2周1
次,共6次,进行系统的、个体化的饮食及运动等生

活方式干预。6次家庭访视结束后,开始电话随访,
询问记录及方案实施情况,给予针对性的指导和督

促并及时调整方案,最后1次电话随访时提醒其到

医院复查。4个月干预后,干预组研究对象体质量

状况改善程度明显大于对照组,改善程度随时间呈

下降趋势,干预的第1个月体质量状况的改善程度

最大,第4个月改善程度最小,研究结果为妊娠期糖

尿病产妇家庭访视提供参考。黄岳青等[33]提出的

“五师共管”健康管理模式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

医师为核心,包含全科医师、公卫医师、营养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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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师和三级医院内分泌科专科医师的“五师”家庭

医师签约服务团队,服务具体内容包括完善更新患

者的电子健康档案,定期访视并结合患者自身实际

情况制订详细的饮食、运动或药物处方。结果显示

采用“五师共管”健康管理模式干预妊娠期糖尿病患

者孕期至产后6个月能够改善其孕期及产后健康相

关行为,提高产后3个月和6个月内坚持饮食调控、
运动和定期监测血糖的比例,降低产后6个月 OG-
TT异常率。虽然研究结果显示该模式分级诊疗、
双向转诊促进了妊娠期糖尿病的规范治疗,有效降

低了并发症和不良结局发生,但由于其对于开展地

区的人力、物力、管理机制都存在一定要求,建议在

推广应用时需考虑到各地区医疗资源配置、硬件和

软件设施等问题。
4 建议

4.1 加强妊娠期糖尿病产后患者糖代谢筛查意识与

家庭、社会支持策略 目前对于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

孕期管理逐渐走向规范化,但是产后如何持续提供专

业途径来源的疾病延续管理依然存在各种障碍。应

从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自身、家庭和社会层面提供产后

糖代谢管理策略。研究显示,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在孕

期规范血糖管理与近远期影响的健康教育接受情况

直接影响妊娠结局,甚至是产后自我健康管理意识与

信心[21,23]。因此,从患者层面应强化产后妊娠期糖尿

病患者健康生活方式和糖尿病预防的认知教育,以促

进产后健康行为;其次,家庭层面,鼓励整个家庭提供

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和下一代的照顾和支持,提倡家

庭共同参与产后健康生活方式;再次,政府和社会层

面,要建立“互联网+”医疗科普平台,利用网络平台

提供健康科普知识精准教育,提高居民自我健康管理

能力和健康素养。
4.2 探索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医院-社区联动管

理机制 目前由于社区产后母婴保健服务难以满足

个人、家庭和社会实际需求,主要由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提供的产后母婴保健逐渐弱化,而且无强制性制度

规定其必须履行对所管辖区域的妊娠期糖尿病产妇

进行糖代谢管理,针对妊娠期糖尿病后代也多采用孕

期和产后短期访视的形式管理。近年来,政府倡导进

行区域医疗联合体建设,致力于快速提升基层卫生服

务机构能力,基层卫生服务机构与医院的纵向合作能

够使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更准确地把握服务对象出院

后延续照护的动态需求。研究表明,通过医院与社区

纵向合作[33],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与妊娠期糖尿

病患者产后随访管理能够很大程度改善糖代谢筛查

与随访率低的问题,帮助减少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患

者未来糖代谢异常的发生率。未来顺应信息技术的

发展,通过互联网平台或人工智能的协助为有妊娠期

糖尿病病史患者开展糖代谢筛查和延续性管理将成

为电子医疗和妇幼健康研究的热点问题。
5 小结

尽管目前国内外针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采

取不同的产后糖代谢随访管理模式,产后管理效果并

不显著且难以推广。笔者认为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

后延续管理要从重视孕期规范化管理开始,帮助妊娠

期糖尿病患者正确认识疾病对产后母儿健康的重要

影响,建立产后糖代谢筛查和产后生活方式健康管理

的科学管理规范与流程,加强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

健康生活方式和未来疾病预防的健康教育。建议应

由妇幼保健领域医生、内分泌科医生、妇幼领域营养

师和专科护士、运动医学医生、心理医生组建团队,共
同参与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综合管理,提高糖代谢

异常、心血管相关疾病的筛查与随访率,构建信息化

平台实现产后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健康状况和疾病转

归的动态管理,同时要评估预防和干预管理措施在不

同地区、不同人群的有效性和成本效益,提高妊娠期

糖尿病患者的健康素养和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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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共识

 医院参与全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样本采集管理专家共识

(刘义兰,金艳,陈秋香,等)(5:1)
重点关注

 职业院校基础护理与护理人文整合课程的设计与应用(郑
硕,陈培培,赵妍妍,等)(1:1)

 护理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马孟

伟,王茜,金莉,等)(1:6)

 内科护理学课程思政案例库的建设(段凯旋,李睿明,金晓

锋,等)(1:10)

 手绘人形图教学法在内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尤燕,王
燕,张艳,等)(1:13)

 O-AMAS有效教学模型在健康评估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王
晓君,王小娟,马琼)(1:16)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患者心脏康复的清单制管理(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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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症患者治疗间歇期核心症状及症状群的识别(叶艳欣,秦

岚,曾凯,等)(1:20)

 阅读疗法对晚期肺癌患者照顾者心理状态的影响(张茜雯,
梅永霞,张振香,等)(1:25)

 急诊科自杀未遂患者的简要自杀风险干预(冯霞,刘莉,王
晓洁,等)(1:29)

 宫颈癌术后下肢淋巴水肿影响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刘高

明,胡进,刘媛媛,等)(1:32)

 口腔癌患者围术期个案管理模式的应用(田思维,喻磊,范
满红,等)(1:36)

 医护合作决策危重患者身体约束缩减方案的实施(林辉,潘
月帅,林静,等)(2:22)

 造血干细胞移植幸存者重返工作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张
崇静,方云,曹兰艳,等)(2:26)

 腹式呼吸联合电刺激生物反馈对产后盆腔肌筋膜痛的干预

效果(焦子珊,王娜娜,邱金花,等)(2:29)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患者促排卵药物自我注射的护理干预

(张艳,杨孟叶,钱佳蓉,等)(2:32)

 脑卒中患者疾病感知变化轨迹及核心影响因素决策树分析

(郭玉成,闫蕊,张文越,等)(3:20)

 结直肠癌永久性肠造口患者体力活动体验的质性研究(柳
云,王亚菲,田敏,等)(3:25)

 血液透析患者非计划性结束透析危险因素研究(秦婷,汪红

英,余燕婷,等)(3:29)

 肝移植患者术后谵妄的非药物干预(何彬,高会霞,李玉萍,
等)(3:32)

 终末期肾脏病透析患者营养素养评价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

检测(曾涛,李贞,张剑彬,等)(4:24)

 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期感知认知功能现况调查(欧阳蝶,
张男,袁书琪,等)(4:28)

 中青年人群对脑卒中先兆症状识别及反应的潜在类别分析

(孙兴兰,万美蠲,王珈,等)(4:32)

 膀胱全切术后尿路造口患者出院准备服务方案的制订与实

施(李玲,夏汝琴,郑红)(4:37)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儿童家庭氧疗的最佳证据总结(贺芳,林
艳,王亚珂,等)(4:41)

 成人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口腔黏膜炎护理最佳证据总结(常
芝晨,周金阳,付菊芳,等)(4:45)

 结直肠癌患者导航服务实践(钟君,王静怡,汪冕,等)(4:50)

 骨科老年患者呼吸道梗阻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及初步验证

(柯苏苏,陈春英,胡雅琼,等)(5:24)

 多学科团队协作对乳腺癌患者深静脉血栓防治的效果(褚
彦香,熊欢,邓妍,等)(5:27)

 开颅术后早期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患者的护理(吴灵芝,李
荣青,余晶晶,等)(5:31)

 心脏瓣膜置换术后患者与照护者出院准备度及出院指导质

量比较分析(梁骊敏,顾娇娇,李欢,等)(6:25)

 产后疲乏与母婴依恋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钱璇,徐旭娟,
张凤,等)(6:29)

 重度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俯卧位通气前后胃内压的变

化(朱仕涛,李雯静,刘川,等)(6:34)

 双抗靶向CIK细胞序贯PD-1抗体治疗老年原发性肝癌患

者的护理(曹倩,李因茵,聂婷婷,等)(6:37)

 首发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高水平恐动症形成原因的质性研究

(王亚欣,桑文凤,贾冠华,等)(7:23)

·101·护理学杂志2022年12月第37卷第24期



 住院2型糖尿病患者尿失禁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李灿,徐
松,巫海娣,等)(7:26)

 基于 Meta分析构建ICU获得性衰弱风险预测模型(刘杨,
罗健,刘苗,等)(7:29)

 体育运动对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王荣,周
婕,申泉,等)(7:34)

 基于患者安全系统工程模型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直接PCI
流程优化(张丽萍,陆丽娟,黄丽红)(7:38)

 妇女孕晚期与产褥期母婴连结的关系研究(吴裕玲,聂蓉)
(7:41)

 安宁疗护病区患方共享决策中信息寻求态度的质性研究

(郑兰平,陆箴琦,黄喆,等)(8:25)

 复发难治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AR-T治疗中出凝血功能障

碍的护理(柯莎,方云,张伟伟,等)(8:29)

 全喉切除Ⅱ期发音纽植入术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石美琴,
归纯漪,吴建芳)(8:31)

 住院癌症患者衰弱风险预测模型的构建与验证(秦岚,叶艳

欣,方庆虹,等)(9:28)

 不同遮眼训练时长对学龄前期儿童全麻眼部术后急性谵妄

的影响(董佩芳,乔丹妮,陈惠莲,等)(9:34)

 脑心健康管理师主导脑卒中风险筛查门诊的实践效果(胡
琼丹,陈霞,曹教育,等)(9:38)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衰弱与肌少症及躯体功能的关系(朱
亚杰,陈思婕,辛霞,等)(9:42)

 急诊分诊精神行为异常评估指标的构建(宋亚男,牟灵英,
代会贞,等)(9:45)

 干细胞移植序贯CD19/22嵌合抗原受体 T细胞治疗中枢

神经系统淋巴瘤患者的护理(徐丽,万滢,陈琳,等)(9:50)

 基于 Wagner分级的糖尿病足溃疡智能分级系统的构建及

验证(叶莹,赵楠,戴薇薇,等)(10:23)

 输尿管皮肤造口患者经济毒性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沈雅

琳,汤利萍,曹英,等)(10:26)

 专科护理门诊个案管理对永久性起搏器植入患者的影响

(成建军,刘马超,赵霞,等)(10:30)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周黎雪,姜云霞,周云平,等)(10:33)

 主动脉腔内修复术后并发下肢缺血-再灌注损伤患者的护

理(王岩,王哲芸)(10:37)

 颈胸部淋巴管畸形患儿经引流管硬化治疗的护理(汪在华,
祁燕,罗丽,等)(10:39)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长期幸存者衰弱与社会疏离感现

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张建玲,韩春霞,何玉,等)(11:21)

 家属赋能联合信息化服务在脑胶质瘤患者术后的应用(胡
琴,黄晶晶,张晴)(11:24)

 基于保护动机理论的脑卒中后疲劳综合干预方案构建(林
晓丽,王丹心,谭绍英,等)(11:28)

 先天性气管狭窄患儿气管成形术后的护理(邱英,张鑫,孙
淑娟,等)(11:32)

 线下模拟联合线上教育的早期运动对妇科腔镜手术二氧化

碳气腹后遗效应的影响(陶小燕,郑叶平,高苏楠,等)(12:

22)

 胃癌患者一级亲属疾病认知水平及影响因素(肖方,袁秀

红,韩婷,等)(12:26)

 主动脉弓离断术后患儿胃肠道并发症的预防护理(王珊珊,

蔡菊梅,胡静,等)(12:30)

 扩张型心肌病行急诊ECMO加经皮心房分流器桥接心脏

移植患者的护理(邹文静,杨林杰,高兴莲,等)(12:32)

 肺癌患者化疗相关性症状变化及与功能状况的相关性研究

(韩燕红,孙新,饶贞丽,等)(13:22)

 麻醉苏醒室患者术后低氧血症的危险因素分析及护理对策

(陈赟,赵晶,张军,等)(13:26)

 护士与医务社工及志愿者三位一体服务模式在先天性心脏

病患儿中的应用(王晶,李燕君,徐芬,等)(13:29)

 主动脉夹层术后患者康复期不适症状自评量表的编制(冯
丹妮,黄素芳,刘雨晨,等)(13:33)

 产妇母乳喂养自我效能与母婴依恋的相关性研究(朱芮霖,
徐旭娟,张凤,等)(13:37)

 3例黏多糖贮积症Ⅰ型患儿行脐血干细胞移植的护理(张超

琅,高建娣,魏林琳,等)(13:41)

 冠状动脉搭桥术患者取血管下肢不同抬高角度的研究(黄
娟,谢家湘,邵永丰)(14:23)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运动恐惧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纵向研究

(王颖,范佳薇,施小青,等)(14:27)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术后生存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纵向研究

(张婷,张莉,周家梅)(14:32)

 智慧化护理流程在肺癌围术期患者中的应用(李文亮,李佳

佳,把海兰,等)(14:37)

 肠造口患者社会疏离感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王芬,于海

燕,张淑娟,等)(14:40)

 居家肿瘤患者对预防深静脉血栓阻碍因素感受的质性研究

(倪叶彬,邓瑶,虞岑琳,等)(14:44)

 头颈部肿瘤综合治疗后并发淋巴水肿患者的护理(胡进,叶
沙,刘高明,等)(14:47)

 中青年冠心病患者重返工作的影响因素分析(胡尧尧,毛芳

莹,张静,等)(15:20)

 癌症生存者经济毒性现状及影响因素(孙艳玲,况艺,袁潇

逸,等)(15:24)

 母乳嗅觉刺激联合非营养性吸吮对早产儿喂养效果的影响

(许冬梅,林梅,黄芝蓉,等)(15:28)

 ICU谵妄评估工具诊断准确性系统评价再评价(崔念奇,郑
琼,张玉萍,等)(15:32)

 教育机器人智能随访系统在早产儿中的应用(解红文,徐
薇,董梅花,等)(15:36)

 心脏移植受者生命意义的质性研究(舒婉,缪群芳,邢冰玉,
等)(15:40)

 住院痴呆患者精神行为症状非药物管理现状调查(杜红娣,
薄琳,王薇,等)(16:22)

 基于社会选择理论的妊娠期糖尿病非药物管理患者指南健

康问题清单的构建(邢年路,周英凤,方园,等)(16:26)

 江苏省省级创伤中心创伤团队启动标准的构建(张阳春,季
学丽,张丽,等)(16:31)

 腹膜癌静脉血栓栓塞症高危患者围手术期预防护理(潘静

涵,李鑫宝,姬忠贺,等)(16:35)

 风湿免疫疾病患者皮肤溃疡的多学科协作综合护理(吴莉

萍,张子云,娄雪娇,等)(16:38)

 年轻乳腺癌患者生育信息全程支持平台的构建与应用(汤
聪,乔成平,姜晨,等)(17:23)

 胸腔镜肺癌切除术后疼痛相关患者报告结局与恐动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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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张馨元,张小红,陈经欣,等)(17:28)

 危重患者院内转运不良事件危险因素的 Meta分析(刘茹,
赵文婷,杜娟,等)(17:31)

 产褥期抑郁症状发生状况及影响因素的纵向研究(许凤,朱
新丽,周慧欣,等)(17:36)

 1例重度原发性移植物功能丧失再次心脏移植患者的护理

(肖欢,杨林杰,徐芬,等)(17:40)

 10例Alagille综合征患儿行肝移植的围手术期护理(王芳,
卢芳燕,王燕)(17:43)

 基于二元疾病管理理论的老年肺癌患者出院准备服务方案

的实施(聂奕轩,宋娟,谢砚辞,等)(18:20)

 老年永久性肠造口患者过渡期护理方案的构建及应用(杜
淑娜,郑蔚,翟清华,等)(18:25)

 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久坐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分

析(周丹丹,钮美娥,韩燕霞,等)(18:29)

 化疗期乳腺癌患者体质量管理的用户画像研究(李心钰,张
男,宋美璇,等)(18:33)

 T淋巴母细胞瘤化疗患儿并发呼吸衰竭行体外膜肺氧合治

疗的护理(易君丽,陈锦秀,张文倩,等)(18:37)

 脉冲染料激光治疗预防面部术后切口瘢痕增生的护理(曾
红,李佳,饶敏,等)(18:40)

 护理流程优化对前列腺癌患者放射性肠炎的影响(郑利媛,
黄定凤,王惠芬,等)(19:21)

 儿童哮喘专病库的构建与应用研究(刘芳,张玉蓉,李小玲,
等)(19:25)

 全膀胱切除术后患者支持性照护需求及影响因素的纵向研

究(易红美,王俊,罗迪,等)(19:29)

 3D打印旁疝固定片在永久性结肠造口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赵改丽,赵婷婷,应晓燕,等)(19:33)

 1例心肺联合移植术后剖宫产产妇的围术期护理(邓永,邓
露,王惠平,等)(19:36)

 卡通型医用手电筒用于学龄前近视儿童眼部检查的效果

(江燕,胡婉婷,毛秋婷,等)(19:39)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精神科医学保护性约束解除评估表的

构建(高静,许冬梅,蔡壮,等)(20:19)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症状群的纵向研究(祝龙玲,蒋晓莲,
彭维雪,等)(20:23)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躯体功能受限风险预测模型构建(王霞,
张子云,娄雪娇,等)(20:28)

 透析中运动对维持性血液透析认知衰弱患者的影响(陈管

洁,张海林,尹丽霞,等)(20:33)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自我护理行为量表的汉化及信效度检测

(陈霞,魏万霞,唐应翠,等)(20:38)

 癌症患者参与能力对其感知医患共同决策水平的影响(肖
霖,彭美芳,刘亚玮,等)(20:42)

 间歇性禁食对2型糖尿病肥胖患者干预效果的 Meta分析

(胡尧尧,毛芳莹,张静,等)(20:46)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并发急性肠系膜上动脉缺血患者的护

理(余云,王哲芸,王岩,等)(20:51)

 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过渡期护理研究(卞美娟,李建

华,王晓娥,等)(21:23)

 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衰弱现状及影响因素的 Meta
分析(谢红梅,蒋运兰,彭寒梅,等)(21:27)

 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患者的生育生活质量及影响因素调查

(刘晓玲,宋革,姜荣华,等)(21:32)

 母乳口腔运动干预对婴儿体外循环术后胃肠功能恢复的影

响(林淑皖,张红,涂惠琼)(21:36)

 咽喉疾病患者窒息的预警评估及管理(张惠荣,官小莉,陈
丽,等)(21:39)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容量管理的最佳证据总结(陈亚亚,丁
劲,葸英博,等)(21:42)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残疾水平预测模型的系统评价(徐菲,李
鸿艳,党一凡,等)(21:46)

 白内障患者术前视功能期望及影响因素研究(曹晓婷,史静

华,赵青青,等)(22:23)

 ICU成人患者谵妄防治家庭参与式多感官刺激方案的构建

(何彬,刘文婷,王钰莹,等)(22:27)

 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患病体验质性研究的 Meta整合(周茜,
詹红霞,荆树宝,等)(22:31)

 5种运动方式对心血管疾病及高风险中老年人心功能影响

的网状 Meta分析(李瑾,杨玉婷,张培珍)(22:36)

 妇科恶性肿瘤化疗患者癌因性疲乏的影响因素及路径分析

(王冰花,刘莉,汪晖,等)(22:44)

 非体外循环冠脉旁路移植术后心肺功能衰竭患者ECMO
治疗与护理(柳巧丽,李传圣)(22:48)

 晚期癌症患者决策疲劳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梅思娟,段培

蓓,王晓庆,等)(22:51)

 CICU过渡期患儿家长需求的混合研究(王培影,诸纪华,唐
晓敏,等)(23:21)

 中年肺癌化疗患者参与跨专业共享决策方案的制订及实施

(曲瑞杰,程秋泓,王海播,等)(23:25)

 乳腺癌术后上肢淋巴水肿患者自我管理体验的质性研究

(陈静,彭昕)(23:29)

 脑卒中偏瘫患者健康促进行为驱动力的质性研究(邹艳辉,
徐小盼,赵炳媛,等)(23:32)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运动自我效能及锻炼计划与运动依从性

的相关性研究(朱金凤,狄恒丹,季翠玲,等)(23:36)

 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习得性无助感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贾露,许何春)(23:39)

 学龄前胃肠道手术患儿术后早期活动方案的实施(朱丹,周
雁荣,谢丽,等)(23:43)

 血液系统疾病护理研究热点分析(潘娟,徐玉兰)(24:22)
手术室护理

 儿童术中低体温列线图预测模型构建(季彬,徐维虹,陈航,
等)(1:39)

 麻醉准备间预约系统的设计与应用(果旭,孟研,何苗,等)(1:42)

 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无痛检查患者的麻醉护理配合(陈罡,刘
秋丽,周静,等)(1:44)

 手术室一次性低值耗材套餐式管控平台的开发与应用(吴
波,陈红,刘静,等)(2:38)

 麻醉科护士工作嵌入现状及相关因素分析(余遥,魏小龙,
陈晶)(3:35)

 MP-EX全磁悬浮短期体外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术的手术配

合(牛丹丹,高兴莲,李潇,等)(4:57)

 机器人辅助全膝关节置换术的护理配合(邢路瑶,胡娟娟,
周琦,等)(6:40)

 纤维支气管镜肺灌洗治疗患者的麻醉护理(刘秋丽,陈罡,
陈躐,等)(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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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浸式临床体验教学对手术室护生共情能力的影响(伍沛,
申海艳,杨彦,等)(7:45)

 达芬奇机器人手术护士基于清单管理的培训(沈小芬,石泽

亚,周毅峰,等)(8:34)

 胸腔镜肺叶手术患者苏醒室低体温现况及影响因素(陈罡,
刘秋丽,徐文青,等)(10:42)

 人工智能个体规划幼儿狭颅症矫治手术的护理配合(杨英,
李莎,王萍,等)(10:46)

 四川省手术室专科护士培训基地学员自主学习能力调查

(王辰,兰燕,刘常清,等)(11:35)

 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监测在全麻拔管后苏醒期患者中的应

用(代恒茂,明伟,周志强,等)(12:36)

 天玑骨科机器人辅助脊柱手术护理标准操作程序的建立与

应用(陈国立,陈哲颖,王淑容,等)(14:56)

 基于循证构建围手术期低体温预防护理质量敏感指标体系

(余文静,高兴莲,柯稳,等)(15:49)

 老年日间手术患者延迟出院的风险预测模型构建(余琼,邓
雁,冯林美)(15:52)

 麻醉恢复室基于行动研究的交接班流程改进(刘玲玉,赵

娜,余志峰,等)(16:41)

 手术室药品管理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吴荷玉,

赵诗雨,马琼,等)(17:46)

 成人术中低体温风险评估量表的研制及检验(柯稳,高兴

莲,余文静,等)(18:43)

 以护士为主导的团队导航模式在日间手术的应用(杨英珍,

杨逸,李芳芳,等)(18:46)

 全膝关节置换术患者低体温预防的清单式管理(杨霞,李国

宏,崔颖,等)(19:42)

 神经外科术中获得性压力性损伤的预防护理专案(杜晓亮,

余星,厉春林,等)(19:45)

 5G技术支持下远程国产机器人肾切除术的护理配合(郑

岩,付军桦,赵林,等)(19:48)

 多感官唤醒方案在全身麻醉胸科手术患者中的应用(李文

奇,余遥,刘尚昆,等)(20:54)

 手术室耗材的信息化闭环管理(陈红,吴波,刘静,等)(22:54)

 老年膝关节置换术患者围术期主动保温方案的制订与实施

(田凡立,张新梅,王洁,等)(22:57)

 恶性肿瘤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术中物理预防的最佳证

据总结(刘迎春,戴欣怡,郭桂,等)(23:46)

 肝癌患者介入术后早期恶心呕吐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何

璐,黄朝意,曾洋帆,等)(23:50)

 应用DragonFlyTM 行经导管二尖瓣缘对缘修复术患者的

护理(程继芳,朱霞,姜声波,等)(24:26)

中医护理

 揿针联合五音疗法对肝阳上亢型高血压患者失眠的效果

(张晓娟,李子锋,丁劲,等)(1:46)

 全息刮痧疗法对胃癌术后患者早期肠内营养耐受性的影响

(朱平,王传思,杨惠)(2:35)

 壮医药线点灸促进结直肠癌腹腔镜术后患者康复研究(宁

余音,吴倩,姜涛,等)(3:39)

 五音调神法对缺血性脑卒中后抑郁患者心理和睡眠的影响

(王健,刘丽,朱雯燕,等)(6:46)

 盐熨法促进全膝关节置换患者术后功能康复(杨柳,李振

芳,薛辉,等)(11:39)

 四子散热熨对压力性尿失禁患者盆底功能康复的影响(刘
秦宇,黄惠榕,刘芳,等)(12:39)

 脑卒中认知功能障碍患者针刺项八穴联合认知功能康复训

练(徐卫晓,凤丽瑶,罗建昌)(14:50)

 耳穴贴压改善家兔腹部术后胃肠功能的作用机制研究(黄
惠榕,薛佳璐,余真铃,等)(15:43)

 火龙罐综合灸改善宫颈癌化疗患者心脾两虚型睡眠障碍的

效果(贺海霞,陈静,文希,等)(15:46)

 混合痔患者术后的中医综合护理(舒玉珍,张肖楠,张丽娟,

等)(16:44)

 芳香疗法联合穴位按摩缓解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疲乏与睡

眠障碍(段艳芳,王海蓉,许慧娟,等)(17:50)

 隐结构联合频繁项集行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贴敷选穴

研究(郭苗苗,施慧,李儒婷,等)(17:54)

基础护理

 全结构化电子护理记录单的开发与临床应用评价(倪爱玲,

李倩,徐宇红)(1:49)

 早产儿PICC尖端超声定位与胸片定位效果比较(刘学秀,

吴利平,陶晓军,等)(3:42)

 住院患者非计划拔管风险评估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沈萍,王清,冯波,等)(4:53)

 老年患者皮肤撕裂伤流行特征及危险因素的多中心横断面

研究(蒋琪霞,唐永利,展颖颖,等)(5:34)

 急诊综合留观病房患者中心静脉治疗的护理专案管理(张
建霞,张梦杰,李宁,等)(6:50)

 ICU老年患者医用粘胶相关性皮肤损伤现况及影响因素分

析(张晓雪,王硕,张宇,等)(6:54)

 DoCare7.0信息系统在CCU重症患者结构化电子护理记录

的应用(王静,曹英,李艳)(8:39)

 125所医院儿童PICC尖端超声定位现状调查(刘学秀,吴
利平,陶晓军,等)(10:48)

 新生儿医用粘胶相关性皮肤损伤预防管理方案的制订及应

用(朱振云,余艮珍,陈锦秀,等)(12:43)

 导管/静脉直径比预测血液肿瘤患者有症状性PICC相关血

栓的研究(许汇娟,刘颖,姚嘉丽,等)(13:44)

 闭环管理式静脉输液信息系统的开发与应用(金叶,王小

飞,徐宇红,等)(13:48)

 机械通气湿化罐细菌呼吸管路定植的实验研究(潘夏蓁,李
天然,贾勇刚,等)(14:53)

 临床护理人员对骨髓腔输液通路的认知调查
 

(张晓红,傅
涵,何红)(18:49)

 吊床体位减轻早产儿足底采血疼痛的效果观察(张善,陈春

美,魏小娟,等)(18:52)

 清洗篮筐升降法改善超声清洗空化效应分布的研究(郑伟,

谢月,秦英,等)(19:52)

 利多卡因鼻腔滴注联合勾头吞咽法用于喉癌术后患者鼻胃

管留置(孟金平,赵瑞)(19:55)

 PICC置管加温充气固定装置的设计和应用(曹兆铭,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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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迎春)(20:57)

 低温氧气雾化在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患者的应用(欧娜,綦三

阳,胡小萍,等)(20:60)

 标准超声图谱辅助四步定位法在ICU患者鼻肠管置管中的

应用(邹灯秀,熊杰,邓娟,等)(20:64)

 儿童桡动脉穿刺定位手腕带的研制及临床应用(李素萍,李
智英,王泽丽,等)(21:51)

 中药含漱与刷牙冲洗法在ICU气管插管患者口腔护理中的

应用(储娅,张艳)(22:61)

静脉治疗

 超声斜轴平面引导技术在成人股静脉PICC置管的应用(项
小燕,朱薇,钦晓英,等)(7:48)

 重症婴幼儿颈内静脉置入PICC的护理(田水清,周炜,杨黎

婷,等)(8:37)

 乳腺癌化疗患者两种臂式输液港植入方式效果比较(付攸

缘,谢晓燕,丁玲,等)(11:43)

 乳腺癌患者静脉输液港导管相关血流感染预测模型构建

(贾维慧,孙香莲,厉丹阳,等)(15:56)

 外展举臂位联合改良扩皮术在神经重症患者置入中线导管

中的应用(曾莉萍,刘莹莹,肖玲,等)(23:53)

护理管理

 我国血液透析护理人力资源配置与使用现状(崔冬梅,周丽

芳,梁馨苓,等)(1:53)

 专科护士工作投入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覃慧,吴金

凤,王婷,等)(1:56)

 ICU医护人员对以家庭为中心的查房认知与态度调查(关
玉珠,孟萌,刘义婷,等)(1:60)

 新入职护士死亡教育需求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赵浩梅,汪
张毅,朴京京,等)(2:41)

 新入职护士问题解决能力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李静,刘玉

杰,田雪琦,等)(2:45)

 临床护士工作自主性与行为目标达成度的相关性分析(胡
俊霞,张颖,王娜,等)(2:49)

 护理人员对老年人态度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袁梦琳,王
莉,陈满满,等)(2:52)

 基于ORTCC模型的糖尿病专科联盟护理管理实践(余凤

娇,朱凌燕,李萍)(3:45)

 医护人员医疗告知知信行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杜广

平,李萍,张示杰,等)(3:49)

 消化内镜护理门诊的建立与实践(刘奉,宋文红,蔡颖,等)(3:53)

 肿瘤患者护理风险共享治理实践(刘小红,谢志洁,张晨晨,

等)(3:56)

 授权型领导与临床护士创新行为的相关性研究(张艺,王建

宁,黄秋霞,等)(3:59)

 护士团队内部竞争感知及权力距离与知识隐藏的相关性研

究(孙建,宋瑰琦,朱艳,等)(3:62)

 基于行为事件访谈法及专家咨询法的医疗护理员胜任力模

型研究(栾伟,曹莹,唐文娟,等)(4:59)

 基于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的手术患者术前交接流程管理

(孙玉勤,彭丹,赵锦昌,等)(4:64)

 口腔专科医院门诊护士工作投入及影响因素调查(王倩,甘

露,施月仙,等)(5:38)

 护理联盟地县级医院护士长管理能力培训的效果(杨丽,关
玉珠,高祝英,等)(5:42)

 护士工作家庭支持与人文关怀能力的相关性研究(胡玉娜,

霍佳,邹辉煌,等)(5:45)

 项目管理视角下综合医院应对全员核酸检测采样的护理

人力资源应急管理(王玉梅,刘义兰,熊莉娟,等)(5:48)

 新护士工作准备度及其影响因素调查(高淑平,邢利民,周
玉梅,等)(5:51)

 护士工作繁荣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朱礼敬,吕利明,杨昕

宇,等)(6:58)

 智慧护理系统在创伤护理一体化团队激活中的实践研究

(周茜,裔雅萍,薛雯,等)(6:62)

 护士长真实型领导与护士心理所有权和建言行为的关系研

究(曾超男,张静华,马芳,等)(6:66)

 无接触智慧门诊就诊流程优化及实施效果(杨霞,刘义兰,

王晓洁,等)(6:69)

 医护人员医疗告知知信行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杜广平,李
萍,刘克坚,等)(7:51)

 临床护士职业尊重感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佘程宏,鞠梅,

朱小霞,等)(7:55)

 基于员工援助计划的护理人员心理健康培育项目的构建与

实施(赖晶,张容,洪妙璇,等)(8:41)

 给药错误预警项目在护士长总值班质控中的应用(曹莉,黄
伶智,邱华丽,等)(8:44)

 硕士学历护士逆境商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刘雪,刘金兰,

周纪云,等)(8:47)

 综合医院儿科爱心学校志愿服务项目管理模式的构建与实

践(吴丽芬,刘恋,乐琼,等)(8:51)

 抗逆力和个人组织契合在新护士转型冲击与职场适应度间

的链式中介效应分析(王硕,朱宁,房晓杰,等)(9:53)

 护士卫生应急素养测评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李洁,杨
丽,刘霞,等)(9:57)

 麻醉科护士医疗设备报警疲劳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蒋亦

凡,陈庆红,盛丽乐,等)(9:62)

 基于研究报告规范的批判性文献阅读对护士实施科研培训

(郑亚平,郑丹萍)(10:51)

 规范化培训护士跨专业合作学习准备度现状及影响因素

(鲁美苏,郭晓丽,伦冰,等)(10:54)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医院护士人文关怀品质现状调查

(何娇,龙淼,刘义兰,等)(10:58)

 心血管病专科医院护士留职意愿与工作韧性及专业自我概

念的关系研究(蒿若楠,杨巧芳,郑改改,等)(10:61)

 “互联网+护理服务”背景下网约护士工作体验的质性研究

(陈艳玲,杨巧红,余红雨,等)(10:64)

 肿瘤科护士自杀“守门人”培训效果评价(吴明娥,胡德英,

丁小萍,等)(11:46)

 基于病区终端智能柜的低值耗材管理(郑喜灿,孙志艳,丁
小勇,等)(11:50)

 江苏省专科护士工作投入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分析(覃慧,

吴金凤,王婷,等)(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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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癌患者全链式随访系统的设计与应用(戴琪,李方,张筱

童,等)(12:47)

 儿童癫痫专科护理门诊的构建与运行(喻筱倩,李承,胡玲,

等)(12:50)

 基层医院ICU病房责任分组护理管理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康小丽,杨玲,朱迪,等)(12:54)

 护士自主学习能力在信息素养与创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郭文静,庞雪莲,刘晔,等)(12:57)

 肿瘤科护士应对死亡工作自我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许宝惠,胡成文,黄家丽,等)(13:51)

 护士安全感对离职意愿的影响研究(唐瑶,何清霞,邓亚芳,

等)(13:55)

 专科护士主导的临床护理专业学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构

建(蒋岩,贺茜,宋雅群,等)(13:59)

 湖南省护理管理者对开业护士的态度调查(李春燕,许景

灿,岳丽青,等)(13:62)

 以老年病医院为依托的医疗护理员培训实践(李尤,刘伟,

孔琳姝)(13:67)

 自我效能感在护士感知的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工作幸福感间

的中介作用(王婷,李金凤,李伟)(14:60)

 基于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的综合医院住院患者自杀风险管

理(鲁睿菲,胡德英,刘义兰,等)(14:64)

 护士长胰岛素规范化注射知识与医院管理状况调查(徐蓉,

谢晓冉,陶静,等)(14:68)

 ADDIE模型在病区血标本采集质量改进中的应用(张元元,

黄华,金婷,等)(14:72)

 静脉治疗护理亚专科的建设与实践效果(高金华,胡少华,

罗群,等)(14:76)

 低年资护士应对患者死亡体验的质性研究(阳佩,司海龙,

田钰,等)(14:81)

 资源增值视角下护士情绪劳动对患者满意度的影响(陈也,

曾铁英,吴梅利洋)(15:61)

 医联体基层医院联络护士压力性损伤护理的同质化培训

(金丽红,陈圆圆,邹继华,等)(15:65)

 护士第二受害者复苏路径的扎根理论研究(丁晓敏,陈贵

儒,潘世华,等)(15:69)

 急诊科护士体面劳动感知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蔡方方,栗
文娟,黄志红,等)(16:47)

 精神科护士道德勇气及影响因素分析(许娇,韩利,王娟,

等)(16:51)

 临床用药安全核查规范执行率指标的构建及应用(黄天雯,

李小银,张伟玲,等)(17:60)

 新护士工作准备度与情绪劳动的相关性分析(陶秀秀,侯
铭,廖芳,等)(17:63)

 心理一致感对妇产科护士包容型领导及隐性缺勤的中介效

应(金瑜,宋瑰琦,丁慧,等)(17:66)

 精神科护士体面劳动感知及影响因素研究(汤语忌,栗文

娟,崔倩,等)(17:69)

 循证实践实施氛围量表的汉化及信效度检验(白文辉,苗晓

慧,闫凡,等)(18:55)

 临床护士创新行为体验的质性研究(程良莹,魏万宏,张金

燕,等)(18:59)

 基于分类树模型分析基层医疗机构护士核心能力及影响因

素(李美曼,郭浩乾,宁艳花,等)(19:58)

 基层医院开展“互联网+上门护理服务”效果探讨(王云霞,

王梦园,汤静,等)(19:61)

 标本转运智慧化管理系统的应用效果(韩璐,陈宏,汪莎,

等)(19:64)

 护理人员告知坏消息能力量表的汉化及信效度检验(李遥,

高燕,刘琰,等)(20:68)

 柯氏模型在发热门诊支援护士培训效果评价中的应用(陈
巧,王伟仙,吴丽芬,等)(20:72)

 不同等级医院护士围绝经期综合征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

析(丁鲡,谢莉玲,周勤)(20:76)

 三甲医院护士差序氛围感知与工作疏离感的相关性研究

(张丽萍,成萍萍,张玫)(20:81)

 ICU护士俯卧位通气知信行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郝培育,

李秋萍)(20:84)

 护理人员道德勇气与道德困境的相关性研究(戴红梅,李
莹,吴红艳)(21:53)

 DRG支付制度对护理行为影响的扎根理论研究(陈艺,陈登

菊,符美玲,等)(21:57)

 工余塑造量表的汉化及在护士群体中的信效度分析(郭玉

芳,王颖,王春燕,等)(21:62)

 急诊科护士智谋水平对第二受害者经历与支持的影响(马
明丹,彭娟,曾丽娜,等)(21:65)

 发热门诊基于Kaiser模型的灾害脆弱性分析及干预(金拼

拼,何春雷,金小亚,等)(21:69)

 医护人员团队效能感问卷的修订及信效度检验(张娜,杨丽

娜,吴文娟,等)(22:64)

 护理预期管理在预防儿科护患纠纷中的应用(董洁景,李兰

凤,王翠芝,等)(22:68)

 居家失能老人照护者压力性损伤风险认知与照护体验的质

性研究(武晓茹,颜巧元,刘雪,等)(22:71)

 我国护士对多点执业认知与实践体验的 Meta整合(廖小

雨,李玲玉,李金玲,等)(22:74)

 思政视域下新护士规范化培训评价体系的构建(吕永利,耿
力,王梦娜,等)(23:56)

 融合视域下门诊慢性创面患者的一体化管理(夏冬云,翁亚

娟,吴玲,等)(23:60)

 护士职业性腰背痛自我管理积极度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郭淑萍,郑栋莲,王艳,等)(23:63)

 护士用药安全能力对用药环境和用药不安全行为的调节效

应(张楠楠,寇洁,常淑莹,等)(24:30)

 规范化培训护士反馈寻求行为与创新行为的相关性研究

(毕亚平,王革,庞佳坭,等)(24:35)

 湖南省护理管理者对开业护士培养与执业期望调查(李春

燕,许景灿,岳丽青,等)(24:38)

 护士信息胜任力评估量表的研制及信效度检验(蔡真真,陈
媛,闫丽娟,等)(24:43)

护理教育

 密室逃脱教学法在护理本科生心血管内科临床实践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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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雨昕,龚存勇,谭蕾,等)(2:56)

 导学式情境模拟教学法在实习护生职业风险培训中的应用

(程喜荣,苏悦,薛媛,等)(2:60)

 改良Peycon四步教学法在新入职护士岗前操作培训中的

应用(王平凡,闫春林,赵静,等)(2:63)

 基于ANCC护理继续教育认证原则的临床护理教师教学能

力培训(曹祝萍,葛文利,马莉,等)(2:67)

 专科护士基地带教老师培训体验的质性研究(王淼,陈庆,

阮红霞,等)(3:65)

 情景模拟联合口诀法对ICU实习护生心肺复苏培训的效果

(邓小娥,黄玲,林景,等)(5:54)

 任务驱动的参与体验教学对护生老年护理态度及择业动机

的影响(董超群,符丽燕,高晨晨,等)(5:58)

 成果导向教育在护理科研人才培养中的应用(罗培培,罗媛

容,王巧瑞,等)(5:61)

 北京市高等医学院校护理专业学生志愿服务现状调查(林
敏,王阳阳,谷嘉宁,等)(6:72)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中医护理学基础教学方案实施及评价

(周慧敏,周慧芳,付蓓,等)(7:58)

 基于核心能力的麻醉护理方向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构

建(孙国秀,胡惠惠,周芳,等)(7:62)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内科护理学思政两课堂教学(李小芒,

李慧敏,黄姣娥,等)(8:54)

 临床护理教师胜任力现状及与护生的评价比较(徐霞,田晓

翠,徐铭,等)(8:58)

 急诊科新护士ICU获得性衰弱的工作坊培训(姜金霞,张朋

佳,施雁,等)(8:62)

 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调查(胡嘉敏,

李红林,杨祎玲,等)(8:65)

 基于生命意义感的高职护生生死教育课程设计与实践(尹
嫒妮,邱芳,张婷婷,等)(9:65)

 ECMO专科护士培训方案的构建(赵月月,张丽,杨亚新,

等)(9:69)

 健康评估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构建及实施
 

(向月,方凤贞,

林雅珠,等)(10:68)

 游戏化学习法用于糖尿病联络护士胰岛素用药规范化培训

(林丽娜,林娟,苏小燕,等)(10:72)

 养老机构护理员基于实践导向的认知症照护培训(卞学莉,

王君俏,王静,等)(10:75)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应急护理学课程体系的构建(王
颖,张荣,薛翠翠,等)(10:80)

 图尔敏论证模式在成人护理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杨茜,冯
玉,王媛媛,等)(11:57)

 有声思维联合案例教学法在规培护士护理查房教学中的应

用(赵瑞,徐晓霞,丁停停,等)(11:61)

 结构性授权与护生临床实习适应不良的相关性研究(张胜

华,刘莉莉,刘春娟,等)(11:64)

 基于刻意练习理论的本科护生外科实训模拟教学(马丽和,

闫蕊,高晓红,等)(12:60)

 基于CDIO理念的翻转课堂对手术室护生教学效果的影响

(陈锐,李静,陈佛,等)(13:70)

 EVENT教学模式下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的精神科护理教学

实践(纪驭文,侯仁华,颜敏,等)(13:74)

 异质化分组用于护理本科生翻转课堂教学实践(贾佳,柯
丽,李萍,等)(15:73)

 临床综合护理技能课程中BOPPPS教学模式的应用(唐楠,

张宏晨,王艳红,等)(15:77)

 护患联合网络模拟见习在内科护理学教学的应用(李英华,

屈媛媛,张春梅,等)(16:54)

 基于CIPP理论的社区护理实践基地教学质量评价指标构

建(方晓风,周洋,王澜,等)(16:57)

 基于课岗对接及德技并修理念的外科护理学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建设(胡颖辉,付凌敏,童琪)(17:72)

 本科老年护理学实践教学中基于长者访谈的内容分析(来
小彬,梁燕,王君俏,等)(18:63)

 专业自我概念在护理硕士研究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与择业效

能感间的中介作用(毕亚平,牟绍玉,姚丽丽,等)(18:67)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文执业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研

究(曾豪洁,李倩儿,罗敏,等)(18:71)

 我国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研究文献聚类分析(巩
小军,乔琦)(19:68)

 护理本科生优势使用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周丹丹,陈玲,

旷紫霞,等)(21:72)

 同理心地图联合情景教学在护患沟通技巧教学的应用(杨
建华,彭杨,杨茜)(24:47)

心理护理

 青年宫颈癌化疗患者以夫妻为焦点的网络认知行为干预研

究(白杨,冯宪凌,李晓柳,等)(1:64)

 父母疾病进展恐惧量表的汉化及在癌症患儿父母中的信效

度检验(杨祎玲,梁丽婵,孟江南,等)(1:68)

 网络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对肺癌术后化疗患者焦虑抑郁的影

响(刘华华,蒋红,丁晓芸,等)(1:72)

 青少年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杀性自伤体验的质性研究(张小

梅,韩利,张红,等)(2:71)

 家庭坚韧性在中青年癌症患者照顾者知觉压力与家庭适应

间的中介效应(胡鑫,卢惠娟,陆箴琦,等)(2:74)

 消极认知情绪调节在头颈癌患者疾病不确定感与吞咽困难

间的中介作用(王荣娜,高骥,郑晓燕,等)(2:78)

 汛情疫情重叠期间一线护理人员心理状况的混合研究(吴
亚琪,江啸,刘雪琴,等)(3:69)

 护士心理资本构成的解释现象学研究(王霜霜,卢翔宇,尚
东旭,等)(4:67)

 二元应对干预对乳腺癌术后患者及配偶的影响(段素伟,乔
凌芳,张爱萍,等)(4:71)

 护士亲历患者自杀事件后真实体验质性研究的 Meta整合

(王美娟,颜梦雅,高杨,等)(5:65)

 认知行为疗法对服毒自杀患者心理健康状态的影响(胡颖

颖,叶铭惠,王欣璐,等)(5:70)

 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前决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张舵,周雁

荣,刘娟,等)(5:73)

 乳腺癌患者失志综合征的影响因素分析(朱亚飞,马素慧,

彭艳婷,等)(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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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综合医院护理人员应急心理服务

体系的构建(王利敏,鲁才红,胡梦云,等)(7:67)

 耳鸣患者恐惧感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吴欢,周建荣,谢世

麒,等)(8:69)

 孕妇孕期活动量与跌倒恐惧的相关性及影响因素分析(王
玉鹏,冯素文,胡小黎)(8:72)

 晚期癌症患者生存痛苦量表的汉化及信效度检验(肖惠敏,

林晓丹,吴红,等)(9:74)

 稳定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疏离感及影响因素研究(栗文

娟,汤语忌,崔倩)(9:77)

 晚期癌症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沟通模式现状及影响因素

(杨丽华,侯庆梅,段培蓓)(10:84)

 高职护生悦纳进取现状及与生涯焦虑、损耗敏感性的关系

(刘慎梅,陈思维,刘沛君)(10:88)

 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疾病获益感的正念认知干预(陈宝川,李
红,林榕,等)(11:66)

 护士幸福感现状及与职场精神力和情绪劳动的关系研究

(李媚,曾铁英,陈黛琪,等)(11:71)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冠心病患者运动恐惧影响因素分析

(宋晓梅,马素慧,彭艳婷,等)(12:64)

 NICU出院早产儿母亲育儿压力轨迹及影响因素研究(姚莉

莉,赵敏慧)(12:68)

 晚期癌症患者预后沟通策略的证据总结(詹永佳,李永红,

黄润勤,等)(13:77)

 冠心病介入患者基于自我超越理论的护理干预(李亚男,孙
家安,刘颖,等)(13:81)

 终止妊娠产妇悲伤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张国春,李海云,

孙琳琳,等)(13:84)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自我表露干预(陈娇,程红,魏清风,

等)(14:86)

 中青年突发性耳聋患者工作退缩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郭
琳燕,李梦洁,程建梅,等)(16:60)

 宫颈癌幸存者社会疏离感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梁亚清,林
艳,黄林玲,等)(16:64)

 书写表达积极情绪干预对中青年2型糖尿病患者病耻感的

影响(王洁,韦伟,黄文贞,等)(16:68)

 心理弹性在住院慢性病患者创伤后成长与生存质量间的中

介效应(汪晖,刘于,杜美晨,等)(17:76)

 PICC置管患者恐惧心理质性研究的 Meta整合(邵洁,熊
钰,马丹,等)(17:80)

 夫妻共情对青年乳腺癌患者与配偶自我表露及亲密关系的

交互影响(李蕾,陈丽,吴春亚)(18:75)

 进食障碍患者家庭顺应量表的汉化及信效度检验(郑雪雪,

施忠英,党金,等)(18:79)

 抑郁症伴自伤行为青少年对生死认知的质性研究(舒婉,朱
春莹,缪群芳,等)(18:83)

 主动脉夹层术后患者心理状况及躯体症状对生活质量的影

响(张玉芬,黄宛冰,胡凯利,等)(18:87)

 鼻咽癌放化疗患者预感性悲伤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梁秋

婷,杨丽,周溢,等)(18:91)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孤独感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刘忆冰,

张庆庆,赵阳,等)(18:94)

 首发精神障碍青少年患者父母心理社会轨迹探究(胡海霞,

钟清玲,梁孟姣,等)(19:71)

 结直肠癌患者肠造口早期益处发现与生活质量相关性分析

(常子梦,王佳丽,丑静,等)(19:75)

 腹膜透析患者自我调节疲劳与生活质量的纵向研究(张彤

彤,娄小平,杜文婷,等)(20:87)

 淋巴瘤患者病耻感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李科瑾,智晓

旭,孟爱凤,等)(21:76)

 老年慢性病患者存在无意义焦虑量表的汉化及信效度检验

(张艳丽,李红玉,张含静,等)(21:79)

 孤独症患儿父母心理一致感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韩文姬,

潘红琴,李少梅,等)(22:79)

 青年淋巴瘤患者主观幸福感的质性研究(李科瑾,智晓旭,

张柳柳,等)(22:83)

 脑卒中患者跌倒恐惧变化轨迹及影响因素分析(刘梦如,梁
发存,汪张毅,等)(23:67)

 血液透析患者家庭照顾者生活质量量表汉化及信效度检验

(司方莹,薛莹,岳晓红)(23:71)

 妊娠并发症患者与配偶二元应对的潜在剖面分析及与焦虑

症状的相关性(王娟,李佳欢,黄永琪,等)(23:75)

 乳腺癌患者经验性回避在医疗社会支持与失志综合征间的

中介作用(李婷,王惠芬,方雯,等)(23:79)

 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夫妻疾病沟通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杨佳,李红梅,张俊,等)(24:51)

 费登奎斯动中觉察干预对护士睡眠改善及疲劳恢复的影响

(王文艳,高俊平,高凯霞,等)(24:55)

 护士心理资本评估量表的构建(卢翔宇,尚东旭,王霜霜,

等)(24:59)

 二元关系视角下青年女性肾癌患者生育相关心理痛苦的质

性研究(周洁,郑霞,宋银华,等)(24:64)

 血友病患者焦虑抑郁状况与生活质量调查分析(沈午康,房
帅,王玲玉,等)(24:68)

健康教育

 线上线下联动教育在基础胰岛素治疗患者中的应用(李芹

芹,刘敏,潘爱红,等)(6:81)

 LEARNS模式在老年高血压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刘珊

珊,张冰,李晶,等)(8:76)

 结肠镜检查肠道准备教育程序的优化及评价(荀林娟,吴哓

哓,周姝,等)(9:80)

 自助式健康教育网站在胸外科肿瘤患者中的应用(何静婷,

代艺,罗洋,等)(9:83)

 牙周炎患者口腔健康素养量表的修订及信效度评价(柳岚

钟,尚少梅,董旭,等)(10:92)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健康素养对健康行为及结局的影响(李
雪冬,张晓楠,江思璇,等)(11:74)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患儿家属多媒体健康教育效果(舒
美玲,张元元,杨艳林,等)(22:87)

康复护理

 高强度间歇训练对COPD患者干预效果的 Meta分析(郑
江,汉瑞娟,张红霞,等)(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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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肺康复教育的最佳证据总结(李华

芬,李平东,曾秋璇,等)(3:79)

 肝移植受者康复运动的最佳证据总结(赵洪圉,易梦瑶,周
奕,等)(3:84)

 康复期癌症患者放弃重返工作真实体验的质性研究(戴心

怡,许嘉硕,王涵,等)(4:75)

 心脏手术后膈肌功能障碍致困难撤机患者的康复护理(万
娜,赵宇,张春艳,等)(4:78)

 Pilon骨折患者术后行踝关节组合操锻炼效果观察(刘健,

戈恬矣,唐艳,等)(11:78)

 体外膜肺氧合治疗患者早期活动临床实践(杨晶,刘培,王
珊珊,等)(11:81)

 膝关节镜术后患者实施医护康合作康复训练效果观察(朱
佩佩,罗佩,曹玉霖,等)(11:84)

 运动干预对化疗期急性白血病患儿癌因性疲乏的影响(沈
晓雯,周红花,郑小芬,等)(12:72)

 心力衰竭患者运动依从性的概念分析(王倩怡,孙国珍,高
敏,等)(12:75)

 老年全髋关节置换患者的术前预康复(陈曼,金林,吴明珑,

等)(14:90)

 早期抗阻力训练对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患者康复的影响

(丁佳凤,朱渊)(14:94)

 胸腰段椎管内肿瘤患者术后运动康复方案构建及应用(何
磊,王芳,狄恒丹,等)(24:71)

 智能负重机器人在前交叉韧带重建患者康复训练的应用

(温雅婷,潘咏薇,徐云,等)(24:75)

 协同康复训练对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自我护理能力的影

响(黄露,韩杉,罗丽莉,等)(24:78)

老年护理

 农村居家失能老年人健康管理需求评估问卷的编制及信效

度检验(高月,张艳,田雨同,等)(1:75)

 临床护士老年护理能力分层标准体系构建(魏琳,梁好,卢
咏梅,等)(1:79)

 农村随迁老年人参与隔代抚养感受的质性研究(徐铁飞,鞠
梅,何劲威,等)(2:81)

 社区老年人痴呆恐惧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吴欢,周建荣,

谢世麒,等)(2:85)

 老年COPD患者自我管理类型及特征的聚类分析(赵杰,丁
菊花,魏丽芝,等)(3:88)

 医养结合养老院骨科术后老年人的整合照护研究(管利,高
静,张艳艳,等)(3:93)

 养老机构老年人营养不良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刘璟,许文

馨,朱俊东,等)(3:97)

 应用Rodgers演化概念分析法界定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梁
嘉贵,刘均娥,孙柳)(4:81)

 居家特困老人人文关怀体验和需求的质性研究(游妍婕,黄
垒,刘义兰,等)(4:85)

 老年社会衰弱指数的汉化及信效度检验(白惠琼,孙建萍,

吴红霞,等)(4:88)

 社区老年人跌倒风险筛查与评估的最佳证据总结(李晓瑞,

朱丽红,赵阳,等)(4:92)

 基于潜变量增长混合模型的老年共病择期手术患者护理依

赖发展轨迹研究(韩娟,罗彩凤,谭佳宁,等)(7:71)

 养老机构志愿者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培训效果评价(朱佳露,

何海燕,牟绍玉,等)(7:76)

 养老机构轻度认知障碍老年人睡眠质量及影响因素研究

(蔡真真,王晓霞,骆钰婷,等)(7:79)

 养老机构老年人心理调适与关怀期望落差的关系研究(梁
思静,翟惠敏,杨慧杰,等)(8:80)

 养老机构老年人社会参与现状及影响因素(罗迪,侯春秀,

王俊,等)(8:84)

 养老机构老年人主观认知下降现况及影响因素研究(胡晴,

宋银华,王诗镔,等)(9:87)

 老年人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需求及影响因素研究(肖琛嫦,

张艳,雷霞,等)(9:91)

 护理员认知障碍照护核心技能指标体系的构建(卞学莉,王
君俏,王静)(9:93)

 基于全球媒介与信息素养框架构建老年人新媒介素养评估

指标(王红云,张铁玲,高维杰,等)(10:96)

 社区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相关性

(王依诺,王爱敏,朱亚茹,等)(10:100)

 护生志愿者对农村空巢老人健康促进的干预研究(刘芳娥,

王佳,李安琪,等)(12:79)

 老年跌倒骨折患者跌倒恐惧体验的纵向质性研究(曹杏玲,

吴金球,孙丽萍,等)(15:80)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社区老年衰弱前期风险预测模型构建

(李彩福,赵伟,叶秀春,等)(15:84)

 老年冠心病伴衰弱患者家庭心脏康复实践(夏瑜,秦淑文,

周华婧,等)(15:88)

 再就业养老护理员初期职业体验的质性研究(周幺玲,颜巧

元,刘雪,等)(17:90)

 农村老年人老化期望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吴雪婷,赵明

利,靳沛琳,等)(19:78)

 医养结合机构非卧床老年人衰弱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陈
楚媛,沈勤)(20:90)

 老年患者皮肤撕裂伤预防及管理最佳证据总结(胡蓉,宁
宁,陈佳丽,等)(20:94)

 老年轻度认知功能障碍非药物干预研究热点的共词聚类分

析(刘海宁,车佳郡,庄芸月,等)(20:99)

 失能老年人家庭照顾者照顾负担及喘息服务需求调查(张
俊贤,杨爱萍,岳娜,等)(21:89)

 渐进式抗阻运动对养老机构衰弱老年人的影响(李丽君,刘
丽华,陈小玲,等)(22:90)

 社区高龄独居老年人居家养老的动因分析(郑维娜,吴林

晔,阮佳音)(23:83)

延续护理

 远程监控对居家自动化腹膜透析患者容量管理的影响(田
素革,张静,郭文杰,等)(6:95)

 脑卒中患者出院安置现状及预测因子分析(江雅倩,汪晖,

屈聪蕙,等)(10:106)

 线上线下延续护理对自体动静脉内瘘成熟期患者的影响

(张学,范慧慧,武政华,等)(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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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尿管皮肤造口患者延续护理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袁倩,曹英,汤利萍,等)(17:83)

 痴呆照顾健康管理对照顾者负担及心理状态的影响(梅菁,

孙慧敏,何易,等)(17:87)

 头颈肿瘤气管切开带管出院患者家庭参与式延续护理的实

施(陈悦,李萍,毛艳,等)(18:98)

社区护理

 政府购买社区养老服务城乡供需现状比较分析(陈颖颖,孙
彩霞,杨莉芝,等)(1:84)

 基于互联网医院的医护上门多系统集成平台研发及应用

(黄静,张静,甘甜,等)(5:77)

 “互联网+健康教练技术”在学龄期癌症患儿PICC延续护

理中的应用(张涌静,王娟,申华平,等)(5:80)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基于微信的三主体双轨道交互式护

理(郭月,管癸芬,陈海燕,等)(5:84)

 医共体协作健康管理对农村高血压患者血压及自我管理行

为的影响(黎黎,汪丰,彭丽丽,等)(5:87)

 社区主要不良心脏事件高危者院前延迟行为意向调查(黎

晓艳,华先妹,陈爱英,等)(7:82)

 基于Triangle模型的2型糖尿病患者分层分级延续护理方

案的构建(杨沛,王艳梅,王志英,等)(7:85)

 医养结合机构脑卒中失能患者长期照护需求指标体系构建

(欧唐燕,马秋平)(10:103)

 基于实证的团体干预对社区养老院老年人满意度的影响

(程智,杜玉开,赵银双,等)(13:87)

 武汉市居家老年人自我忽视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王洁玉,

刘义兰,彭笑,等)(13:90)

 简化版双向社会支持量表的汉化及在社区老年人中的信效

度检验(崔玉,赵秋平,赵彤,等)(13:94)

 社区高龄老年人社会隔离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刘成成,陈
利群,谢博钦,等)(13:98)

 社区老年糖尿病患者足部皮肤问题现状调查与分析(周琳,

白姣姣,陶晓明,等)(13:102)

 社区高血压老年人智慧医养照护志愿服务实践效果评价

(陈芬菲,李辉,陈俊霞,等)(16:72)

互联网+护理

 虚拟护理工作室预检分诊与分级派单制的居家护理服务实

践(夏宁宁,史家丽,刘雅慧)(6:85)

 护士参与“互联网+护理服务”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琚

亚亚,高文杰,沈国娣)(6:88)

 导管护理网约护士工作压力的质性研究(孙广晓,蒙莉萍,

陈洪娇,等)(6:92)

 我国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体验质性研究的Meta整合

(高雨濛,赵红,李星,等)(11:87)

 网约护士岗位培训现状及需求调查(刘晶晶,段晓侠,汪艳,

等)(11:92)

 “互联网+”居家医疗服务平台应用效果分析(涂文菲,甘甜,

章花,等)(21:82)

 医院社区多学科联动慢性伤口居家护理云平台的构建及实

施(魏惠燕,潘红英,黄晨,等)(21:86)

循证护理

 早产儿低体温预防及管理的最佳证据总结(乐琼,罗黎,吴
丽芬,等)(1:87)

 儿童癌症幸存者向成人医疗过渡准备的最佳证据总结(钱
佳艺,翟晓文,王颖雯,等)(1:91)

 ICU患者肠内营养相关性腹胀预防及管理最佳证据总结

(米元元,黄培培,吴白女,等)(2:91)

 肿瘤患者失眠评估与护理干预的最佳证据总结(李繁荣,唐
如冰,庞春华,等)(2:96)

 急性主动脉夹层患者急诊目标血压管理的循证实践(徐伟,

陈晓莉,林文风,等)(7:90)

 住院患者肠内营养相关性腹泻的预防及管理最佳证据总结

(蔡悦,王颖,乐霄,等)(16:80)

 实施过程评估量表的汉化及信效度检验(周禹君,王青,王
艳,等)(17:94)

 产妇正常分娩第一产程护理最佳证据总结(陈玉祥,乔建

红,丁凯雯,等)(17:98)

 住院患者ICU过渡期护理的最佳证据总结(詹昱新,喻姣

花,万雅莉,等)(19:87)

安宁疗护

 安宁疗护护士对哀伤辅导影响因素感知的质性研究(苏孟

宇,吴金凤,张玉玺,等)(16:85)

 胃癌患者生前预嘱态度及建议的质性研究(胡龙霞,胡德

英,吴明娥,等)(16:89)

人文护理

 Human
 

caring
 

for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major
 

infectious
 

disease-nurses'
 

entire
 

use
 

of
 

self(Liu
 

Yilan,He
 

Jiao,Zhang
 

Fengjian,et
 

al)(7:95)

饮食与营养

 巨大胃肠间质瘤患者的全程营养管理(李凯平,刘丽萍,曾
秋)(2:88)

 基于代谢车的营养管理方案在肝病患者中的应用(雷雷,王
雯,赵妍娟,等)(6:99)

 头颈癌放疗患者营养相关症状及饮食干扰的纵向研究(刘
亭,刘丽萍)(8:88)

 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早期肠内营养误吸风险预测模型的构

建(官艳,王旋,洪琳,等)(8:94)

 预防ICU患者胃潴留集束化护理方案的构建与实施(杨博,

黄志红,李黎明,等)(11:95)

 ICU患者肠内营养相关性腹泻列线图预测模型构建(谢文

亮,张清)(12:83)

 口腔癌患者营养风险管理的循证实践(张慧敏,刘俊杰,刘
进,等)(12:88)

 7种营养筛查工具对癌症患者营养筛查准确性的网状 Meta
分析(林丽玉,许丽春,张鑫,等)(12:92)

 成人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饮食与营养教育效果评价指标的

构建(谢辰,方云,刘敏杰,等)(15:92)

 ICU医护人员肠内营养中断管理知信行量表的编制及信效

度检验(米元元,田飞,包磊,等)(19:82)

 基于ORTCC的成人结直肠癌患者围术期口服营养补充最

佳证据总结(陈怿,晏蓉,杨赛,等)(2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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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护士肠内营养相关性腹泻知信行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张昕悦,王颖,何梅,等)(23:92)

医院感染

 甘肃省508所基层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现状调查分析

(胡兰文,孔宛如,张映华,等)(9:96)

 集束化干预联合闭环管理对ICU多重耐药菌感染的防控效

果(侯璐蒙,李嘉嘉,钟娟,等)(16:92)

 感染预防协会能力框架的汉化与调适(万雅莉,李素云,刘
云访,等)(20:103)

护理信息

 我国护理信息学研究热点的共词聚类分析(李思君,王玉

坦,张园园,等)(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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