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性,提高培训的效果。另外,在这次帮扶工作中发

现基层医院护士无论年资高低,在科研和学术能力方

面均较弱、不重视,对于工作十年以上的高年资护士

要注重科研与学术能力的精准帮扶,这也是我们今后

要精准帮扶的方向。帮扶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任务,还需要后续跟进与推进,精准帮扶重症护理能

力模式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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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认知和参与意愿现况调查

韩梦丹1,赵明利2,张雪葳1,张灵芳1,王孟妮1,靳沛琳1

摘要:目的
 

了解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的认知和参与意愿的现况,为促进“互联网+护理服务”在郑州市的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对郑州市13所医院409名护士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51.10%护士不知晓国家卫健委下发的“互联网+护理服务”通知。
82.89%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表示支持。64.30%护士表示参与的意愿强烈。护士最愿意提供的服务项目有血糖监测

(75.65%)、健康指导(74.61%)、静脉输液(74.35%)和静脉采血(71.76%),参与意愿较低的服务项目包括灌肠(38.60%)、膀胱

冲洗(37.56%)、造口护理(34.46%)、吸痰(32.90%)等。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具有专科护士证书、月收入3000~5999元及知晓

“互联网+护理服务”程度高的护士更愿意参与到“互联网+护理服务”(P<0.05,P<0.01)。结论
 

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的

知晓度较低,但具有较高的参与意愿。提示相关卫生部门应紧跟国家政策,加大对新兴护理模式的宣传力度,鼓励护士积极参与,
以护士的认知和参与意愿为导向,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引导“互联网+护理服务”在非试点地区进行尝试和应用。
关键词:“互联网+护理服务”; 护士; 知晓度; 态度; 参与意愿; 上门服务; 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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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我国卫生

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1-3],护理专业在“互联网+”中

得到了良好的契机和发展。其中,“互联网+护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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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以满足多样化、多层次服务需求的居家患者,扩大

服务供给,提高服务效率等特点为护理行业提供了改

革的前景和新的发展方向。为促进“互联网+护理服

务”的 健 康 发 展,国 家 卫 健 委 近 日 发 布 《开 展

“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通知》[4],将北京市、天
津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广东省6个省市确定

为试点地区。同时,通知强调试点外其他省份可结合

本地区实际情况选取试点城市或地区开展试点工作。
郑州市作为非试点城市,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
卫生资源配置不够合理等[5],使人们对灵活便利的医

疗服务显示出更加强烈的需求且河南地区近来已经

逐渐出现“互联网+养老”、“共享护士”这一业态[6-7]。
目前,已有学者对“互联网+护理”、相关平台的应用

情况 等 进 行 调 查[8-9],本 研 究 对 郑 州 市 护 士

“互联网+护理服务”的认知以及参与意愿进行调查,
旨在为我省和国家相关政策的制订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9年2月14日至3月14日,便利选

取河南省郑州市13所医院409名具有执业护士证书

且自愿参加本次调查的护士。女378人,男31人;年
龄<30岁202人,30~岁199人,50~岁8人。学历:
中专4人,大专131人,本科267人,硕士及以上7
人。职称:护士172人,护师186人,主管护师48人,
副主任护师以上3人。工作年限:<5年247人,5~
年115人,10~年47人。医院级别:一级7人,二级

142人,三级260人。
1.2 调查方法

1.2.1 调查工具 自行编制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

务”认知和参与意愿调查问卷。问卷包含两部分:①一

般资料,包括护士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学历、职称、职
务、工作年限、工资待遇等。②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

务”认知和参与意愿,该部分问卷经过文献查阅、小组

讨论,和专家指导条目逐步修改形成。认知部分包括

护士对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

作的知晓度(8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选项,从“完全

知晓”到“完全不知晓”)和态度[19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选项,从“非常不认同”到“非常认同”,其中对

“互联网+护理服务”的看法(2个条目)、利弊(涉及患

者、护士、医院、政府及学科方面(14个条目)、前景(1
个条目)、建议(2个条目)]。参与意愿部分(6个条

目),包括是否愿意参与(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常不

愿意”到“非常愿意”),愿意服务的项目及原因、愿意参

与服务的方式,不愿意参与的原因和是否会推荐身边

的护士一起参与。正式发放问卷前,对31名护士进行

预调查,得出该问卷Cronbach's
 

α系数为0.891,重测

信度为0.838。
1.2.2 资料收集方法 在征得各医院护理部同意

后,本课题组将前期做好的问卷输入问卷星,生成链

接,将链接和问卷填写说明发给护理部干事,由护理

部干事将其转发至所在医院护士长工作群,由护士长

转发给各科室护士。护士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

否作答。调查对象须按照相关提示答完所有问题后

方可提交。调查采用无记名形式进行,保证表达意愿

的真实性。本研究共回收问卷421份,其中有效问卷

409份,有效回收率97.15%。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IBM

 

SPSS21.0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行统计描述、χ2 检验、非参数秩和检验,
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的认知

2.1.1 知晓度 209名(51.10%)护士不知晓国家卫健

委下发的“互联网+护理服务”通知。280名(68.46%)护
士不知晓国家的试点地区。257名(62.84%)护士不知晓

对护 士 的 资 历 要 求。209名(51.10%)护 士 不 知 晓

“互联网+护理服务”的服务对象。282名(68.95%)护士

不知晓相关的平台。249名(60.88%)
 

护士不知晓具体

的服务项目。284名(69.44%)护士不知晓服务流程。
274名(66.99%)护士不知晓保障自身安全的方法。
2.1.2 态度

2.1.2.1 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的看法 369
名(90.22%)护士认为该模式是以护士为中心的多学

科团队的合作。374名(91.44%)护士认为该模式是

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方式。
2.1.2.2 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益处认知 见表1。

表1 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的益处认知(n=409) 人(%)

项目
非常

认同

比较

认同
一般

比较

不认同

非常

不认同

可以有效地减少患者不必要的费用支出(如交通、挂号等) 103(25.18)162(39.61)112(27.38) 23(5.62) 9(2.20)
可以很大程度上为需要的患者提供便利的护理服务 108(26.40)179(43.77)102(24.94) 15(3.67) 5(1.22)
可以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99(24.21)158(38.63)125(30.56) 20(4.89) 7(1.71)
可以增加护士工作的灵活性和自主性 108(26.40)169(41.32)106(25.92) 19(4.65) 7(1.71)
可以增加护士的收入 110(26.89)147(35.94)111(27.14) 27(6.60) 14(3.42) 
可以最大限度发挥护士的潜能,实现自身价值 111(27.14)161(39.36)116(28.36) 15(3.67) 6(1.47)
可以提高护士的社会地位,激发护士的工作积极性 110(26.89)141(34.47)125(30.56) 25(6.11) 8(1.96)
有利于大医院优质资源下沉,使患者在家享受优质的护理服务 109(26.65)154(37.65)121(29.58) 19(4.65) 6(1.47)
可以缓解医院就医压力,又能满足患者的需求,达到双赢 106(25.92)151(36.92)121(29.58) 25(6.11) 6(1.47)
可以促进护理学科的发展 112(27.38)167(40.83)108(26.41) 18(4.40) 4(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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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弊端认知 
354名(86.55%)护士认为上门操作可能会给患者带

来一定的安全隐患。378名(92.42%)护士认为上门

提供服务对护士自身安全存在一定的危险性。332名

(81.17%)护士认为会影响护士所在医院的秩序和管

理。371名(90.7%)护士会增加政府对护理行业的监

管难度。
2.1.3 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前景的看法和建

议  前 景 方 面,395 名 护 士 (96.58%)认 为

“互联网+护理服务”具有非常可观的前景和未来。
建议方面,394名护士(96.33%)认为“互联网+护理

服务”的发展需要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下发管理规范。
 

395名护士(96.58%)认为“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发

展需要社会相关部门一同监督管理维护其顺利运行。
2.2 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的意愿及影响因素

2.2.1 参与意愿及原因 在若条件允许,是否愿意

参与“互联网+护理服务”的选项中,118名(28.85%)
护士表示参与意愿非常强烈,145名(35.45%)护士比

较愿意参与,123名护士(30.07%)参与意愿一般,23
名(5.62%)护士不愿意参与。以护士一般资料(性
别、年龄段、学历、职称、工作年限、医院级别、月收入、
是否具有专科证书、知晓“互联网+护理服务”文件的

程度)为自变量,以护士参与“互联网+护理服务”的
意愿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月收入、
“互联网+护理服务”文件知晓程度,是否有专科证书

与参与意愿有关(均P<0.01),见表2。对23名护士

不愿意参与的原因进行分析,82.61%的护士认为自

身工作负担重,没有时间和精力,82.61%护士担心自

身安 全,60.87% 护 士 担 心 上 门 操 作 存 在 风 险,
43.48%护士担心个人能力不足,26.09%护士担心医

院管理者不支持,17.39%护士认为没有必要参与。
表2 护士参与“互联网+护理服务”意愿的单因素分析

人(%)
项目 人数 愿意 一般 不愿意 χ2 P

月收入

 <3000 47 32(68.08)14(29.79) 1(2.13) 66.7780.000
 3000~ 223 168(75.34)53(23.77) 2(0.89)

 6000~ 103 47(45.63)46(44.66)10(9.71) 
 9000~ 36 16(44.44)10(27.78) 10(27.78)
具有专科证书

 有 186 142(76.34)42(22.58) 2(1.08) 26.2090.000
 无 223 121(54.26)81(36.32)21(9.42) 
“互联网+护理服务”文件

 完全知晓 22 19(86.36) 3(13.64) 0(0)  35.6680.000
 比较知晓 41 34(82.93) 5(12.20) 2(4.87)

 一般知晓 137 99(72.26)36(26.28) 2(1.46)

 比较不知晓 107 61(57.01)40(37.38) 6(5.61)

 完全不知晓 102 50(49.02)39(38.24) 13(12.74) 

2.2.2 护士愿意参与的服务项目及原因 护士参与

服务项目意愿见表3。护士选择服务项目的原因:认

为易操作实施256人(66.32%),患者需求大246人

(63.73%),医疗风险较低185人(47.93%),其他76
人(19.69%)。
   表3 护士参与服务项目意愿(n=386) 人(%)

服务项目 愿意

血糖监测 292(75.65)
健康指导 288(74.61)
静脉输液 287(74.35)
静脉采血 277(71.76)
肌肉注射 255(66.06)
皮下注射 245(63.47)
皮内注射 237(61.40)
管路护理 199(51.55)
灌肠  149(38.60)
膀胱冲洗 145(37.56)
造口护理 133(34.46)
吸痰  127(32.90)
其他  111(28.76)

  注:其他指口腔护理、产后指导、肢体康复锻炼等。

2.2.3 参与方式 在选择更愿意参与的护理服务方

式中,132名(34.20%)护士选择根据互联网平台发布

的信息结合自身情况进行抢单,89名(23.06%)护士

更愿意平台可以根据患者需求信息匹配护士提供服

务的信息进行派单分配,126名(32.64%)护士选择患

者可以自己在平台上根据个人要求选择护士进行预

约,39名(10.10%)护士认为哪种方式都可以接受。
3 讨论

3.1 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知晓率低,需加大

宣传力度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郑州市地区护士对

“互联网+护理服务”的相关文件、服务对象、对护士

资历的要求、可提供的服务项目等相关知识知晓率均

较低。这可能与我国互联网+护理起步较晚且主要

集中于一线城市有关[8]。另外,可能与此次试点工作

河南省并未列于试点地区[4],相关部门目前尚未将此

项工作列于优先发展等有关。但河南省作为人口第

一大省,“互联网+医疗”也早有发展[6],“互联网+护

理服务”在河南省的发展是必然趋势。相关卫生部门

应积极响应国家相关政策,加大宣传力度,提高非试

点地区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文件以及内容的

知晓程度,促进“互联网+护理服务”在非试点城市积

极发展。
3.2 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持积极态度,具有

一定 的 利 弊 观  本 次 研 究 发 现,郑 州 市 护 士 对

“互联网+护理服务”这一新兴的护理服务模式持有

积极的态度,认为该模式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具有

较好的前景和未来,与纪京昀等[10]研究结果一致。这

与护士上门服务具有打破传统护理服务模式,改善患

者服务需求,提高护士经济收益和职业认同感,优化

医院资源配置等诸多优势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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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在支持这一模式发展的同时对该模式仍存有一定

的担忧。与章晓峰、凌张宾等[11-12]学者的研究结果一

致。这可能与目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上门服务

可能给护士和患者均存在未知的安全隐患,同时会增

加医院人力资源紧张状况、增加政府监管难度等有

关。提示我国非试点地区相关部门一方面应基于护

士的积极态度采取激励措施等鼓励护士充分发挥自

身意愿和特长,最大限度发挥个人潜能。另一方面要

抓紧完善相关的法律规范,切实为护士提供安全良好

的执业环境。
3.3 护士愿意参与的服务项目和方式多样化表现 
本研究显示护士在选择上门服务的项目上呈现多样

化,这与曹海欧等[13]的研究结果一致。数据表明护士

最愿意提供的服务项目有血糖监测(75.65%)、健康

指导(74.61%)、静 脉 输 液(74.35%)和 静 脉 采 血

(71.76%),参 与 意 愿 较 低 的 服 务 项 目 包 括 灌 肠

(38.60%)、膀胱冲洗(37.56%)、造口护理(34.46%)、
吸痰(32.90%)等。分析出现此结果的原因,发现服

务意愿较低的项目多因在患者家中操作起来较为困

难,如膀胱冲洗,可能存在较高的医疗风险,如吸痰,
以及患者需求数量相对较小,如造口护理等有关[13]。
对于上门服务的方式上,本研究显示出多种形式并存

的情况且各种形式所占比例差异不大,这可能与护士

的个人认知、习惯和所在的医院工作负荷不同等因素

有关。启示未来研究者在开发有关平台时应充分考

虑服务主体护士的服务意愿,了解护士有关参与服务

项目和方式的真实想法,为建立合理、科学、友好的互

联网平台奠定基础。
3.4 专科护士、收入及知晓“互联网+护理服务”文
件情况是影响参与意愿的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具
有专科 护 士 证 书、月 收 入 3000~5999 元 及 知 晓

“互联网+护理服务”程度高的护士更愿意参与到

“互联网+护理服务”。与曹海欧、赵瑾等[13-14]研究结

果一致。可能的原因:①专科护士在某一专科领域具

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临床经验也较为丰富,对
胜任上门服务有较高的信心。②增加收入是多数护

士选择参与“互联网+护理服务”的直接原因。我国

收入较高的护士往往工作负荷过重没有额外的时间

和精力参与院外服务,对于中等收入的护士额外的收

入可能对其解决生活至关重要。因此,收入水平是影

响护士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③“互联网+护理

服务”文件中明确了保护护士安全、避免患者居家风

险、保 障 个 人 隐 私 等 规 范。这 些 规 范 是 解 决

“互联网+护理服务”安全隐患的有效手段,是改善护

士对此模式认知的重要基础[15]。提示相关部门在探

索“互联网+护理服务”准入制度时,可优先考虑具有

专科护士证书、收入中等且关注国家相关政策的护士

群体。
4 小结

研究显示,郑州市地区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

务”护理模式知晓度较低,但对“互联网+护理服务”
持 有 乐 观 态 度,参 与 意 愿 呈 现 较 高 的 态 势。
“互联网+护理服务”作为新兴服务模式,具有发展不

够完善、缺乏法律法规、流程不够优化等特点,可从专

科护士入手,考虑护士参与服务意愿,制定切实可行

的管理机制和实施方案,在保障护士安全的前提下,
以全新的服务模式为患者提供高效方便的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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