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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医护到家平台的护士参与“互联网+护理服务”现状调查

任安霁1,潘思2,邓海骏3,王雨飞4,罗军飞5,李现红2

摘要:目的
 

调查护士参与“互联网+护理服务”的现状,为规范化管理提供参考。方法
 

随机抽取在医护到家平台注册的346名护

士,对其参与“互联网+护理服务”频次和服务项目、职业倦怠、自我效能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64.45%护士来自公立医院,55.20%
来自三级医院;其中85.84%的护士在近6个月内提供过至少1次“互联网+护理服务”。目前护理服务项目主要为静脉采血、静

脉输液及肌内注射、皮内注射。97.40%护士有意愿继续通过该模式提供护理服务。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的护士的自我效能

感显著高于常模,职业倦怠显著低于常模(均P<0.01)。职称、所在卫生机构类型是影响护士在近6个月内提供服务与否的主要

因素(均P<0.01)。结论
 

“互联网+护理服务”得到初步发展,为护理专业工作范畴和工作区域的扩展提供了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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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level
 

of
 

nurse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et
 

plus
 

nursing
 

service",
 

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advanc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olicy.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346
 

nurses
 

who
 

registered
 

in
 

the
 

HOMEINCARE
 

platform
 

using
 

random
 

sampling
 

in
 

terms
 

of
 

the
 

frequency
 

and
 

services
 

provided
 

through"Internet
 

plus
 

nur-
sing

 

service"
 

program,
 

as
 

well
 

as
 

their
 

job
 

burnout
 

and
 

self-efficacy.
 

Results
 

Nearly
 

two
 

thirds
 

(64.45%)
 

of
 

them
 

were
 

working
 

in
 

public
 

hospitals
 

and
 

55.20%
 

in
 

tertiary
 

hospitals.
 

Among
 

the
 

respondents,
 

85.84%
 

had
 

provided
 

"Internet
 

plus
 

nursing
 

service"
 

at
 

least
 

once
 

in
 

the
 

past
 

6
 

months.They
 

provided
 

intramuscular
 

blood
 

sample
 

collection,
 

followed
 

by
 

intravenous
 

infusion
 

and
 

injec-
tion

 

and
 

intradermal
 

injection.
 

Almost
 

all
 

of
 

them
 

(97.40%)
 

had
 

the
 

intention
 

to
 

continue
 

to
 

provide
 

nursing
 

care
 

through
 

the
 

In-
ternet

 

platform.The
 

participants
 

who
 

had
 

provided
 

"Internet
 

plus
 

nursing
 

service"
 

reported
 

higher
 

self-efficacy
 

and
 

lower
 

job
 

bur-
nout

 

compared
 

with
 

the
 

norm
 

values
 

(P<0.01
 

for
 

both).
 

Professional
 

title
 

and
 

type
 

of
 

hospital
 

they
 

worked
 

in
 

were
 

factors
 

affec-
ting

 

nurses'
 

provision
 

of
 

"Internet
 

plus
 

nursing
 

service"
 

in
 

the
 

previous
 

6
 

months
 

(P<0.05,P<0.01
 

for
 

both).Conclusion
 

"Inter-
net

 

plus
 

nursing
 

service"
 

is
 

at
 

preliminary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a
 

new
 

path
 

to
 

extend
 

nursing
 

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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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国家卫健委公布《“互联网+护理服

务”试点工作方案》(下称《方案》),北京、天津等六省

市将作为试点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通过线上申

请、线下服务的模式,针对出院患者或患病且行动不

便的特殊人群提供上门护理服务[1],将由社会力量主

导推动的网约护士的实质明确为“互联网+护理服

务”[2]。全国目前共有18个网约护士平台[3],但尚缺

乏相关评价性研究。故本课题组与我国目前规模相

对较大的网约护士平台———医护到家开展科研合作,
分析护士通过该平台提供“互联网+护理服务”的现

状及影响因素,为推动我国该项政策的落地实施提供

相关卫生政策建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8年6~8月,采用系统随机法抽取

在医护到家平台中提供上门护理服务的多点执业护

士作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①在医护到家平台注册

为多点执业护士;②通过平台审核和相关业务培训;
③曾提供过“互联网+护理服务”。排除标准:被平台

取消服务资格者。医护到家平台自2015年12月开

始运营,截止2018年6月底,符合纳入标准的护士共

有38
 

532名,按照1%的比例随机抽取385名护士参

与调查。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问卷。研究者自行设

计,包括年龄、来源省市、工作年限、职称、所在医疗机

构等社会人口学资料。②“互联网+护理服务”护士

参与情况问卷。研究者自行设计,经2名专家修订后

形成,包括提供护理服务总次数、近半年来服务次数

和项目、主观反馈、收入情况等。③自我效能感量表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4]。用于描述人

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

程度。共含有10个条目,使用Likert
 

4级计分法,各
条目从完全不正确到完全正确分别计1~4分,得分

越高表明研究对象的自我效能越高。中文版信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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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良好[5]。④马氏职业倦怠量表(The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MBI)[6]。目前职业倦怠研究中

应用最广泛的测量工具,包括情感耗竭、去人格化、低
个人成就感3个维度[7]。共计22个条目,采用Li-
kert

 

7级计分法,分别表示某种感受所出现的频率,
情感衰竭和去人性化维度得分越高、个人成就感维度

得分越低,表示职业倦怠越严重。中文版具有良好信

度和效度[8]。
1.2.2 调查方法 采用横断面问卷调查,首先咨询

医护到家数据负责人,了解该平台中注册护士的情

况,并请后台客服担任主要的转介人员。通过医护到

家App向研究对象推送问卷星链接。调查问卷为网

络匿名填写,首页为本研究的知情同意书。同一IP
地址只能填写1次。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软件进行统计

描述、t检验、非参数检验、χ2 检验及二分类Logistic
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一般资料 实际收回有效问卷346
份,其中被调查的护士年龄18~58(31.39±5.99)
岁;工作年限3~38(9.58±6.16)年;来自三级医院

191名,二级医院80名,一级和未定级医院75名。职

称:护士70名,护师174名,主管护师94名,副主任

护师以上8名。文化程度:中专或职高13名,大专或

高职113名,本科217名,硕士以上3名。卫生机构

类型:公立医院223名,民营医院68名,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27名,其他(公共卫生机构、服务站等)28名。
编制:在编99名,非在编247名。月收入:<3

 

000元

24名,3
 

000~元110名,5
 

000~元146名,8
 

000~元

42名,>10
 

000元24名。专科护士79名。
2.2 护士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情况

2.2.1 服务频次 由于医护到家平台于2015年12
月上线,故护士注册“医护到家”年限均不满3年。其

中注 册 <1 年 121 名 (34.97%),1~ 年 161 名

(46.53%),2~3年64名(18.50%)。服务总次数10
次以上者186名(53.76%),297名护士(85.84%)在
近6个月内通过平台开展护理服务。332名护士

(95.95%)开展护理服务是业余时间,13名(3.76%)
是利用节假日,1名(0.29%)利用上班时间。344名

(99.42%)表示未对工作造成影响,343名(99.13%)
表示未对生活造成影响。
2.2.2 服务项目 见表1。
2.2.3 收入 近6个月通过该互联网平台获取收入

的297人中,时薪平均66(19~168)元,其在第一执业

地点的时薪55(1~300)元。125人(42.09%)在平台

上的时薪大于其第一执业地点时薪。平台服务次均

收入104(100~500)元。每次服务时长30(10~120)
min,往返时长60(1~420)min,总时长100(21~440)
min。

表1 护士在医护到家上提供的护理

服务项目的情况(n=346)

护理服务项目  护理服务人数 百分率(%)

静脉采血 296 85.55
静脉输液 278 80.35
肌内注射、皮下注射 250 72.25
保险服务 208 60.12
普通换药 160 46.24
导尿 140 40.46
留置针护理 135 39.02
留置胃管 115 33.24
外科拆线 95 27.46
PICC换药 87 25.14
压疮护理 78 22.54
灌肠护理 74 21.39
吸痰 68 19.65
会阴护理 64 18.50
雾化治疗 64 18.50
造口护理 42 12.14
其他* 33 9.54
产后护理 26 7.51
新生儿护理 18 5.20

  注:*其他主要以陪诊为主。

2.2.4 自我效能感和职业倦 怠 将 开 展“互 联

网+护理服务”护士的自我效能感均数与国内常模[8]

比较、职业倦怠3个维度得分均数与护士职业倦怠较

常应用的杭州常模[9]比较,结果见表2。
表2 护士的自我效能感及职业倦怠与国内护士常模比较

x±s

组别 自我效能感
职业倦怠

情感耗竭 去人格化 个人成就感

常模 2.88±0.22 23.02±10.29 6.81±5.57 28.55±9.34
本研究 3.00±0.60 14.93±10.47 7.53±8.81 47.93±12.77
t/Z 3.745 14.371 1.512 28.229
P 0.000 0.000 0.123 0.000

2.3 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反馈 272人

(78.61%)对通过医护到家平台提供护理服务的模式

感到非常满意;337人(97.40%)表示对“互联网+护

理服务”模式很支持;335人(96.82%)有意愿在第一

执业地点之余,长期开展该模式护理服务。
2.4 护士在近6个月内提供“互联网+护理服务”情
况的影响因素分析

2.4.1 单因素分析 比较不同特征护士近6个月

“互联网+护理服务”提供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

目,见表3。
2.4.2 多因素分析 以护士近6个月来是否接单作

为因变量(赋值:否=0,是=1),以其一般资料作为自

变量,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职称(护
士=1,护师=2,主管护师=3,副主任护师以上=4)、
所在卫生机构类型(以公立医院为对照设置哑变量)
进入回归方程,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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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特征护士近6个月内提供服务情况比较

人(%)

项目 人数
提供过1次

以上服务
未提供过 χ2 P

职称 9.303 0.026
 护士 70 60(85.71) 10(14.29) 
 护师 174 141(81.03) 33(18.97) 
 主管护师 94 88(93.62) 6(6.38) 
 副主任护师以上 8  8(100.00) 0(0)  
所在卫生机构类型 14.061 0.003
 公立医院 223 198(88.79) 25(11.21) 
 民营医院 68 60(88.24) 8(11.76)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7 21(77.78) 6(22.22)
 其他 28 18(64.29) 10(35.71) 

3 讨论

3.1 “互联网+护理服务”模式得到初步发展 近年

来,我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慢性病发病率居高不

下,随着“互联网+医疗”模式的迅速发展以及护士多

点执业试点工作的推进,“互联网+护理服务”模式得

到了社会的关注。从2015起,U护、医护到家等诸多

网约护士平台[3]应运而生,部分护士对“互联网+护

理服务”模式进行了初步尝试。本研究的346名护士

中,85.84%在近6个月内提供过“互联网+护理服

务”,护理服务项目主要有静脉采血、静脉输液及肌内

注射、皮内注射等,属于《方案》中提出的需求量大且

易操作实施的护理项目[1]。由此可见,以医护到家为

代表的“互联网+护理服务”得到了护理人员的初步

参与。

表4 近6个月内护士提供“互联网+护理服务”情况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因素 β SE Wald
 

χ2 P OR OR(95%CI)

常量 1.418 1.081 1.719 0.190 4.218 -
职称 0.896 0.283 10.022 0.002 2.450 1.407~4.268
所在卫生机构类型(其他) -1.482 0.448 10.943 0.001 0.227 0.094~0.547

3.2 “互联网+护理服务”模式可促进优质护理资源

的下沉 通过医护到家提供“互联网+护理服务”的护

士工作年限大多在5年以上,护师以上职称、本科以

上文化程度、来自三级医院及公立医院者占多数;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职称较高、来自公立医院的护士更

多地在近6个月内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说明

“互联网+护理服务”模式可促进优质护理资源的下

沉。其一,目前我国优质护理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型公

立医院,尤其是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0]。而这些医院的

较高职称和较长工作年限护士构成了“互联网+护理

服务”的提供主体,可提供高质量的护理服务[11-12];其
二,“互联网+护理服务”借助的移动信息技术手段,具
有优 化 资 源 配 置、便 捷 灵 活 等 特 点[13],对 比 医 联

体[14]、护联体(护理管理联合体)[15]等其他推进医疗

卫生资源下沉的模式,“互联网+护理服务”模式可有

效提高护理资源的利用率,促进优质护理资源下沉。
3.3 “互联网+护理服务”模式可提升护士的工作灵

活性与自主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97.40%护士支持

“互联网+护理服务”模式,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
护士与常模[9]比较,情感耗竭较低且个人成就感高。
这可能与“互联网+护理服务”模式可提升护士的工作

灵活性与自主性,充分发挥护士自身价值[16]有关。护

士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充分利用了个人业余时

间,且相对独立地在患者家中开展延续护理活动,集
照顾者、指导者、咨询者、协调者等多重角色于一身,
充分发挥其专业价值,护士也普遍提高了经济收入。
本研究中护士的自我效能感高于常模[8],这可能与开

展“互联网+护理服务”护士主要来自三级、公立医院

有关。另外,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对护理人员的

专业知识和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这可能促进了护士

主动学习,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互
联网+护理服务”扩展了护理专业工作范畴和工作区

域,促进护士不断完善自我,为护理人员提供了良好

的职业前景,为护理专业职业化发展提供了一条新路

径。
4 小结

本研究以目前国内发展速度相对较快的“互联

网+护理 服 务”平 台 医 护 到 家 为 例,探 索 了“互 联

网+护理服务”模式的实施现状。“互联网+护理服

务”得到了护理人员的初步应用,其中,来自公立医

院、三级医院、具备护师以上职称以及有5年以上工

作年限者占大多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优质护理

资源的下沉。开展过“互联网+护理服务”的护士的继

续从业意愿较高,个人自我效能和个人成就感高,而
情感耗竭相对较低,也为护理专业工作范畴和工作区

域的扩展提供了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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