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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护士及护生器官捐献认知水平及意愿

徐奇1,聂立婷1,胡金凤2,李卫华3

摘要:目的
 

了解护士及护生对器官捐献的认知情况及意愿,分析影响护士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自制量表对济南市2所省级、3
所市级医院的401名护士及护生进行调查。结果

 

护士及护生对器官捐献知识得分为(12.34±3.19)分;113人愿意捐献自己的器

官;其中30人已在国家器官捐献网站进行登记。单因素分析显示,所在科室,身边有人捐献过器官以及在工作中参与过器官捐献

是影响护士及护生自身器官捐献意愿的重要因素(P<0.05,P<0.01)。结论
 

护士及护生对器官捐献相关知识的了解仍处于较

低水平,医院开展培训课程有利于提高医护人员积极参与器官捐献相关工作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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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perceptions
 

towards
 

and
 

willingness
 

to
 

commit
 

to
 

potential
 

organ
 

donation
 

among
 

nurses
 

and
 

nursing
 

students
 

in
 

Jinan,
 

and
 

to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hinder
 

nurses
 

and
 

nursing
 

students
 

from
 

being
 

actively
 

involved
 

in
 

organ
 

donation.Methods
 

Totally,
 

401
 

nurses
 

and
 

nursing
 

students
 

from
 

2
 

provincial
 

and
 

3
 

municipal
 

hospitals
 

in
 

Jinan
 

were
 

investigated
 

with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regarding
 

perceptions
 

towards
 

and
 

willingness
 

to
 

commit
 

to
 

potential
 

organ
 

donation.Results
 

The
 

average
 

score
 

of
 

participants
 

knowledge
 

of
 

organ
 

donation
 

was
 

(12.34±3.19)
 

points;
 

113
 

nurses
 

and
 

nursing
 

students
 

were
 

willing
 

to
 

become
 

a
 

potential
 

organ
 

donator,
 

and
 

30
 

had
 

registered
 

with
 

the
 

national
 

organ
 

donation
 

website.
 

Univariate
 

analysis
 

demon-
strated

 

that,
 

participants
 

willingness
 

to
 

donate
 

organs
 

wa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department
 

they
 

worked
 

with,
 

whether
 

someone
 

around
 

them
 

had
 

donated
 

,
 

and
 

whether
 

they
 

had
 

participated
 

in
 

organ
 

donation
 

at
 

work
 

.Conclusion
 

Nurses'
 

and
 

nursing
 

students'
 

knowledge
 

of
 

organ
 

donation
 

is
 

still
 

at
 

a
 

low
 

level,
 

and
 

hospital
 

training
 

courses
 

are
 

helpful
 

to
 

improve
 

the
 

willingness
 

of
 

medical
 

staff
 

to
  

take
 

part
 

in
 

organ
 

donation
 

relate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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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在中国,每年大约有30万患者因末期器

官功能衰竭而亟需移植治疗,但仅1万多人可获得供

体,供需比例约为1∶30;因此供体不足被认为是制

约器官衰竭患者获救的主要原因之一[1]。医护人员

因其工作性质特点,在器官捐赠过程中起着核心作

用,从发现潜在的捐赠者到鼓励支持捐献者的家人同

意并参与到后续的捐献工作,无一不发挥其独特而不

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有关护士对器官捐献认知的研

究多为现况描述[2-5],以及阐述认知与捐献意愿的关

系[6],而对如何促进器官捐献工作具体开展的研究较

少,且以往研究纳入人群多为ICU护士,尚未对手术

室、急诊室等科室进行过大样本调查。因此,本研究

通过分析济南市401名护士及护生器官捐献认知水

平及相关捐献意愿影响因素,旨在为相关政府及医院

部门制定有效举措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8年1~3月,随机抽取济南市2所省

级、3所市级医院的401名护士及护生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①护士和实习护生;②年龄≥20岁;③工

作时间(或实习时间)≥1个月;④同意并自愿接受调

查。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包括性别、
年龄、科室、工作(或实习)年限、文化程度以及宗教信

仰。②护士对器官捐献的认知调查表,该量表根据国

内外学者相关文献[1,4-7]自行设计,共包含3个维度:
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知识(8个条目),捐献意愿及态度

(8个条目),其他因素(4个条目)以及对推进器官捐

献工作举措的看法。其中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知识维

度,采用Likert
 

3级评分法,1~3分表示“不了解”、
“稍有了解”、“非常了解”,共8个条目,总分24分。
分数越低,代表护士对潜在器官捐献的认知水平越

低。量表由5名专家组成的讨论小组(2名具有15年

器官移植手术经验的外科大夫,2名工作10年的器

官移植护士,1名工作3年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制定,
并通过了3轮审查、修改和评定,内容效度指数为

0.861。正式调查前,使用实测数据对信度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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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50),测得其Cronbach's
 

α值为0.875。
1.2.2 资料收集 研究者每个月提前联系2所医院

的负责人,并各随机抽取1个科室,在科室护士长的

协助下,向护士及护生充分解释研究目的及意义后,
在护理会议上发放问卷。采用匿名填写,时间为3~
5

 

min,问卷当场回收。其中,缺失条目或均选同一序

号答案视为无效问卷。最终发放问卷420份,回收有

效问卷401份,有效回收率为95.5%。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1.0软件,双人数

据录 入,采 用 描 述 性 分 析 及 秩 和 检 验,检 验 水 准

α=0.05。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调查401名受试者(护士

371人、实习护生30人),女306人,男95人;年龄

20~51(27.77±6.64)岁;科室:ICU
 

66人,手术室

156人,急诊室52人,外科53人,其他科室74人;工
作年限:<1年96人,1~3年145人,4~10年103
人,>10年57人;学历:硕士及以上44人,本科287
人,大专70人;376人无宗教信仰。
2.2 护士及护生器官捐献认知得分 总分为8~22
(12.34±3.19)分,具体见表1。

表1 护士及护生对器官捐献知识的认知情况(n=401)

x±s

条目 平均得分

我国目前各器官的供需比 1.63±0.93
器官捐献的捐献流程 1.38±0.57
各器官摘除后的保存方法 1.61±0.61
各器官摘除后的有效保存时间 1.42±0.59
器官捐献者捐献各项器官需达到的要求 1.56±0.60
器官捐献相关法律知识 1.50±0.54
报名器官捐献的方法 1.64±0.62
器官移植伦理条例 1.39±0.64

2.3 护士及护生对器官捐献的态度及意愿 见表

2。
2.4 其他因素 本研究发现仅有186人(46.3%)能
够正确区分脑死亡与植物人;仅有82人(20.4%)身
边曾有人捐献过器官,仅有61人(15.2%)曾在工作

中参 与 过 器 官 捐 献 全 过 程;此 外 分 别 有 308 人

(76.8%)和294人(73.3%)通过电视媒体和网络方

式来获取器官捐献信息。
2.5 影响器官捐献意愿的单因素分析 以护士及护

生性别,工作/实习年限,所在科室,文化程度,宗教信

仰,身边是否有人捐献过器官以及是否与家人朋友讨

论过器官捐献,在工作中是否参与过器官捐献全程为

自变量,以护士及护生器官捐献意愿为因变量,进行

秩和检验,结果仅发现3项因素与护士及护生器官捐

献意愿有关。见表3。
2.6 护士及护生对推进器官捐献工作举措的看法 
本研究发现,医患关系紧张(272人,67.8%)、自身对

表2 护士及护生对器官捐献工作的态度与意愿(n=401)

条目 人数 百分比(%)

心脑死亡和脑死亡,心死亡,支持哪一个

 心死亡 24 6.0
 脑死亡 209 52.1
 心脑死亡 168 41.9
去世后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

 不愿意 81 20.2
 视情况而定 207 51.6
 愿意 113 28.2
是否已在国家捐献系统登记

 否 371 92.5
 是 30 7.5
同意在申请驾照时填写器官捐献登记表

 否 267 66.6
 是 134 33.4
会主动向患者家属提出器官捐献的概念

 否 132 32.9
 视情况而定 202 50.4
 是 67 16.7
当科室有危重症患者,会有意向地查询该患者

是否登记过器官捐献

 否 149 37.2
 视情况而定 182 45.4
 是 70 17.4
当亲属成为潜在器官捐献者,支持亲属签署捐

献同意书

 否 63 15.7
 视情况而定 238 59.4
 是 100 24.9
如果第一次询问患者家属意见被拒后,是否愿

意再次询问

 否 144 35.9
 视情况而定 199 49.6
 是 58 14.5

表3 影响护士及护生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比较 人

项
 

目 人数 不愿意 视情况定 愿意 Hc P

科室 45.224 0.000
 ICU 66 13 35 18
 急诊室 52 10 27 15
 神经外科 14 4 6 4
 心外科 39 8 20 11
 手术室 156 31 81 44
 其他 74 15 38 21
身边有人捐献 10.774 0.005
过器官

 否 319 63 166 90
 有 82 18 41 23
在工作中参与 19.617 0.001
过捐献全过程

 否 340 69 175 96
 有 61 12 32 17

器官捐献相关知识的不足(218人,54.4%)以及公民

对脑死亡概念的不理解(205人,51.1%)是阻碍护士

及护生积极参与此项工作的主要原因。其中311人

(77.6%)支 持 医 院 开 设 相 关 培 训 课 程,316 人

(78.8%)支持医院制定明确的器官捐献指南,311人

(77.6%)经常开展专家器官捐献培训课程,25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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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认同各科室走廊张贴器官捐献海报能够推

动医护人员的参与度。此外,280人(69.8%)支持将

器官捐献纳入全国义务教育课程,280人(69.8%)认
为医学专业也需要开设器官捐献课程。
  此外,对于补偿方式,359人(89.5%)支持参照

无偿献血方案,如家庭成员之一捐献过器官,其家属

需要进行器官移植时,均可享有优先或为其减免一定

费用的特权;其次是对家庭困难者,建议相关部门可

提高医疗保险报销比例(77.1%)。
3 讨论

3.1 护士及护生对器官捐献的认知现状 知信行理

论认为,认知是引起人们思维、情绪和行为变化的“内
因”,并决定个体对外界的反应方式。Jawoniyi等[8]

指出,对捐献知识深入了解的护士在应对器官和组织

短缺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既了解捐献的临床

和技术方面知识,同时在工作中也会考虑相关道德和

法律知识。因而医护人员器官捐献的认知水平对器

官捐献工作的开展意义重大。但国内研究表明,虽然

医务人员在医学教育背景的影响下,对器官移植与捐

献知识的认知状况总体高于大众水平,但对器官的分

配机制、器官捐献登记程序等政策、相关法律法规和

知识等知识仍不够了解[9]。这与本文的结果一致。
本研究表明,护士及护生对于器官捐献的认知处

于较低水平。其中得分最高的条目是报名器官捐献

的方法(1.64±0.62),这可能与近年来器官捐献的迅

速发展及媒体对其宣传有关。器官捐献流程这一条

目得分最低(1.38±0.57),这可能与各种器官捐献流

程比较复杂繁琐有关[10]。本研究还发现仅有46.3%
的护士及护生能够正确区分脑死亡与植物人,这明显

低于国外的研究数据[11];在一项对西班牙医疗保健

中心人员的认知调查中发现,对脑死亡概念的理解与

对死者捐赠的态度成正向关系[12]。因此提高医护人

员对脑死亡的认知,是解决器官捐献问题的重要举

措。
3.2 护士及护生对器官捐献的态度与意愿 有研究

表明医护人员普遍对器官捐献持积极态度[3,5],但是

一项针对22所中国移植医院54名移植护士的调查

显示,移植护士对捐赠和移植的态度不太乐观,仅有

33.4%的护士愿意在死后捐献器官[4]。本研究结果

显示,113人(28.2%)同意去世后捐献器官,其中30
名已在国家器官捐献网站进行登记;此外,67名护士

及护生(16.7%)表示会在工作中主动向患者及其家

属提出器官捐献的概念,100名护士及护生认为当亲

属成为潜在器官捐献者愿意支持亲属签署捐献同意

书。这一结果低于西班牙等欧洲国家[2,13]的研究,这
可能与西班牙国家的器官捐献和移植历史起源早有

关,此外对于生死观念的文化差异也影响着人们的器

官捐献意愿。
此外,在本研究中,所在科室、身边有人捐献过器

官以及在工作中参与过器官捐献全程,均与护士及护

生的捐献意愿有关。研究发现,身边曾有人捐献过器

官以及曾与家人讨论过器官捐献话题与捐献意愿成

正相关,家人或朋友的信念以及行为时刻影响着个人

的一行一言,家庭支持是将捐献登记率转化为实际器

官捐献率的重要环节[14]。此外,Qiao等[15]研究发现

受教育水平更高的人更愿意去主动了解捐献方面的

知识,并同意自己的亲属进行器官捐献。而本文并未

发现这点。相关研究也指出性别也是影响器官捐献

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女性更愿意在去世后捐献自己

的器官[11,16]。但在本研究中,性别与器官自我捐赠之

间并无显著关系,这可能与本研究的男性人数占比过

少有关。
3.3 启示

3.3.1 在医院开设器官捐献培训课程 本研究数据

显示,77.6%的护士及护生支持医院开设相关培训课

程,并进行考核,与以往Georgiadou等[16]的研究高达

86%的人希望得到培训较为接近。表明护士渴望通

过这种学习方式来增强自己的知识以及能力储备。
国外学者Potenza等[17]提出培训医护人员是增加器

官或组织捐献者数量的关键因素;Jawoniyi等[18]在

文献中也强调,在合理政策的支持下,对医护人员进

行适当的培训,能够帮助其准确识别潜在的器官捐献

者。但黄丽婷等[19]的研究也指出,医务人员不论是

否接受培训,医患关系紧张始终是制约他们积极参与

此项工作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促进国家医疗

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的健全和保障,保护医护工作者

的人身安全,确保医护人员在职业领域展现职业优

势,已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3.3.2 将器官捐献纳入全国义务教育和医学院课程

 69.8%的护士及护生支持将器官捐献纳入全国义

务教育课程这一举措。儿童作为下一代的继承人,从
小学就开设的器官捐献课程能让他们从根本上加强

遗体捐献的概念,为我国器官捐献的发展奠定扎实的

基础。同时,69.8%护士及护生同样认为医学相关学

科的学生也需开此课程,张文馨等[20-21]同样指出教育

能够改变医学生对器官捐献和移植的态度,增加其对

器官捐献和移植的认知,促进其与亲属交流器官捐献

的意愿。韩国学者Kim等[22]对护生进行教育课程也

得出类似的结果。医学生和护生作为即将走向临床

的工作人员,此课程的加入有助于其在日后的生活或

工作中,为关注器官捐献和移植的同事、患者及家属

提供正确的信息,同时自己也会更有信心地加入器官

捐献和移植事业。
3.3.3 加大宣传力度 加大器官捐献的宣传力度,
一方面提高医护人员对器官捐献知识的掌握程度,积
极投身器官捐献工作,另一方面增强公民对器官捐献

的认识,树立正确的死亡观念。本文研究发现分别有

308人(76.8%)和294人(73.3%)通过电视媒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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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方式,获取相关的器官捐献信息;并且63.8%的

护士及护生支持在各科室走廊张贴器官捐献海报;因
此政府及医院可以借助多种方式,大力宣传器官捐献

的意义和重要性,促进中国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
4 小结

综上所述,护士及护生对器官捐献相关知识的掌

握有待提高,捐献意愿不强,应采取多种形式如培训

等使医务人员接受器官捐献的知识教育,进而提升参

与器官捐献工作的自信心;同时相关部门之间加强合

作联系,制定合理的补偿方式;加大对公众进行相关

器官捐献知识的普及力度,推动器官捐献与移植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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