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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三级医院男护士关怀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管理者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选取湖北省4所

三级综合医院的251名男护士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关怀能力量表进行调查。结果
 

男护士关怀能力总分为(188.47±20.03)分,

76.5%的男护士关怀能力总分处于较低水平,仅有6.4%的男护士关怀能力总分处于较高水平;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

男护士关怀能力的因素为护士长关心程度(P<0.01)。结论
 

三级医院男护士关怀能力亟待提高,医院护理管理者需关注该群

体,以提升男护士关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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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level
 

and
 

determinants
 

of
 

caring
 

ability
 

among
 

male
 

nurses
 

working
 

in
 

tertiary
 

hospitals,
 

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taking
 

targeted
 

intervention
 

measures.Methods
 

Two
 

hundred
 

and
 

fifty-one
 

male
 

nurses
 

from
 

4
 

tertiary
 

hos-
pitals

 

in
 

Hubei
 

province
 

were
 

surveyed
 

by
 

using
 

the
 

Caring
 

Ability
 

Inventory.Results
 

The
 

samples
 

scored
 

188.47±20.03
 

on
 

caring
 

ability,
 

and
 

76.5%
 

of
 

them
 

reported
 

low
 

level
 

of
 

caring
 

ability,
 

while
 

only
 

6.4%
 

of
 

them
 

was
 

at
 

high
 

level.
 

Multiple
 

linear
 

regres-
sion

 

showed
 

that
 

the
 

degree
 

of
 

caring
 

from
 

head
 

nurse
 

was
 

a
 

predictor
 

of
 

male
 

nurses'
 

caring
 

ability
 

(P<0.01).Conclusion
 

Caring
 

ability
 

of
 

male
 

nurses
 

in
 

tertiary
 

hospitals
 

needs
 

to
 

be
 

improved.
 

Nursing
 

manag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male
 

nurses
 

and
 

take
 

in-
terventions

 

to
 

enhance
 

their
 

car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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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护理学家 Watson提出护理的本质是关

怀[1]。护理过程中的人文关怀可以增加患者舒适感、
缓解患者焦虑、促进患者身心健康。美国护理协会提

出护理教育及护士培养的核心目标是培养护理人员

的关怀能力[2]。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3]明确提出要“加强医

疗服务人文关怀,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关怀能力作

为影响护理服务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在现代护理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男护士

走进临床,成为护理团队中不可替代的中坚力量。男

护士具有与女性不同的关怀表达形式,有研究指出,
男护士关怀行为更多体现在专业技能方面[4]。而在

满足患者的生理、心理需求,家属的被关怀需要以及

多元化的关怀行为方面,是男护士关怀实践的短板。
为了解男护士关怀能力及其影响因素,提高护理团队

整体人文关怀能力,本研究对251名男护士进行问卷

调查,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9年3月,采取方便抽样法,抽取湖

北省4所三级综合医院的251名男护士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①从事临床护理工作3个月以上的男性注

册护理人员;②对本研究知情并同意参与;③在参与

本研究前连续正常工作至少2周。排除标准:①进修

护理人员;②规范化培训护理人员;③实习生。251
名男护士年龄20~45(26.94±4.18)岁。学历:大专

51名,本科190名,硕士以上10名。护士118名,护
师109名,主管护师以上24名;未婚157名,已婚94
名。月收入<3

 

500元21名,3
 

500~5
 

000元67
名,>5

 

000元163名。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

自行设计,内容包括年龄、职称、学历、工作年限、聘用

形式、婚姻状况等。②关怀能力量表(Caring
 

Ability
 

Inventory,CAI):由Nkongho[5]编制,中文版本由许娟

等[6]修订。该问卷共有37个条目,分3个维度:认知

即对关怀相关知识的认识程度(14条),勇气即主动关

心自己、他人及处理未知情况的能力(13条),耐心即耐

性和持之以恒的毅力(10条)[4]。采用Likert
 

7级评分

制,从“完全反对”至“完全同意”分别赋1~7分,其中

13条为反向计分。抽取40名男护士进行预调查,总量

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参考国际关怀能力评

分标准[7],将本次调查人文关怀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进

行水平划分:认知维度<76.4分为低,76.4~84.0为

中,>84.0为高;勇气维度<62.5分为低,62.5~74.0
为中,>74.0为高;耐心维度<61.0分为低,61.0~
65.2为中,>65.2为高;总分<203.1分为低,203.1~
220.3为中,>220.3为高。
1.2.2 调查方法 征得被调查医院护理部和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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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意,调查前说明研究目的和意义,采取匿名填写、
自愿参与方式调查。问卷当日发放当日收回。本次

调查共发放问卷260份,回收有效问卷251份,有效

回收率为96.54%。
1.2.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3.0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t检验、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男护士的关怀能力得分及水平 见表1。
表1 男护士关怀能力得分及水平(n=251)

项目
条目均分

(x±s)

总分

(x±s)

水平[人(%)]
低 中 高

认知维度 5.34±0.70 74.78±9.81 142(56.6) 70(27.9) 39(15.5)
勇气维度 4.23±0.87 54.93±11.34 183(72.9) 59(23.2) 9(3.6)
耐心维度 5.88±0.54 58.76±5.43 173(68.9) 56(22.3) 22(8.8) 
总分 5.09±0.54 188.47±20.03 192(76.5) 43(17.1) 16(6.4) 

2.2 男护士关怀能力的影响因素

2.2.1 男护士人文关怀能力的单因素分析 以男护

士人文关怀能力为因变量,以其一般资料为自变量进

行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差异的项目见表2。
表2 男护士人文关怀能力得分的单因素分析

项目 人数 得分(x±s) t/F P
学历

 大专 51 186.56±22.43 3.656 0.027
 本科 190 188.12±18.91
 硕士以上 10 204.80±23.17
聘用形式

 在编 23 198.23±19.46 4.667 0.040
 非在编 228 180.27±19.91
子女

 有 76 192.70±19.41 4.435 0.036
 无 175 186.55±20.05
同事关心

 非常关心 71 196.91±20.48 8.283 0.000
 比较关心 139 186.88±18.91
 一般 39 178.74±17.37
 不关心* 2 180.50±28.99
家人关心

 非常关心 170 191.10±19.96 4.903 0.003
 比较关心 73 181.53±18.58
 一般 8 189.14±19.75
护士长关心

 非常关心 76 197.39±19.61 9.116 0.000
 比较关心 133 185.98±19.67
 一般 40 179.59±15.41
 不关心* 2 180.50±28.99
其他领导关心

 非常关心 51 196.00±20.00 4.880 0.001
 比较关心 84 187.52±20.56
 一般 97 187.97±18.77
 不太关心 12 172.00±14.37
 不关心* 7 178.00±18.55
与医生之间关系

 一般 183 186.698±20.12 4.505 0.032
 和睦 68 193.250±19.78

  注:*例数较少,未纳入统计推断。

2.2.2 男护士人文关怀能力的多因素分析 以关怀

能力得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

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影响

男护士人文关怀能力得分的主要因素为护士长关心

程度,见表3。
表3 男护士关怀能力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n=251)

自变量 β SE β' t P
常数 204.505 3.368 - 60.719 0.000
护士长关心 -8.525 1.672 -0.307 -5.097 0.000

  注:R2=0.307,调整R2=0.191,F=25.984,P=0.000。护士长

关心赋值:1=非常关心,2=比较关心,3=一般,4=不太关心。

3 讨论

3.1 男护士关怀能力亟待提升 表1显示,男护士

关怀能力各维度得分分别为认知维度(74.78±9.81)
分,勇气维度(54.93±11.34)分,耐心维度(58.76±
5.43)分,参照国际关怀能力评分标准(常模)[7],所有

维度均处于低水平。男护士关怀能力与一级医院、医
联体基层医院、部分三级医院的临床护士及急诊科护

士的关怀能力结果相似[6,8-10],低于规范化培训护

士[11],可能与新入职护士规范化培训大纲中纳入了

沟通技巧和职业素养两个模块相关,说明有针对性的

培训和引导可以有效提升临床护士关怀能力。许娟

等[6]的研究指出,护理人员关怀能力欠佳可能是由于

Nkongho教授制订的常模调查对象主要来自欧美国

家的护理人员,而西方国家护理教育比较重视对护理

专业学生及护理人员人文方面的教育以及培养他们

主动关怀患者的勇气与耐心,能将关怀理念自觉地运

用到日常生活中去。而在我国,护理教育多侧重于护

理人员临床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培训,忽视了对

护理人员人文关怀体验式的教育[12]。男护士是我国

护理队伍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截至2014年我国注

册男护士约占注册护士总数的1.9%[13],他们的人文

关怀能力水平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我国护理团队人

文关怀的能力水平。为提升护理服务质量,增进护患

间的沟通与交流,改善患者就诊体验,男护士人文关

怀能力亟待提升。
3.2 男护士关怀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

显示,在编男护士关怀能力高于非在编男护士,学历

越高关怀能力越高,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中在编男护

士受教育水平更高,多为科室重点培养对象,有较大

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同时,福利待遇稍高于一般合同

护士,使得在编男护士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较高,更
乐意将人文关怀应用于临床工作,以提升患者就诊满

意度。本研究中,有子女的男护士关怀能力更高,这
是由于通过对孩子的照护需求了解,对关怀的理解加

深,培养了主动关心的意识和能力;角色转换成为一

个需要关怀他人的护士角色后,同样具有自然关怀的

天性。此外,本研究中自诉得到同事、家人及其他领

导关心更多、医护关系更融洽的男护士关怀能力更

高。有研究证实,护士被关怀程度与其关怀能力呈正

比,即护士感受到的关怀越多,其关怀他人的能力也

越强[14]。关怀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许娟等[6]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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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患者需要得到关怀,作为关怀的主要提供者,只
有当护士体验到被人关怀的温暖,才会对关怀产生认

同感,从而提高自身关怀患者的勇气和耐心。因而科

室应营造人文关怀的氛围,同事间和谐共处,互帮互

助,如此才能提升护士的职业幸福感,进而潜移默化

地将人文关怀应用于患者。
多因素分析显示护士长关心程度是影响男护士

关怀能力的主要因素。盛丽娟等[15]的研究结论证实

护士的关怀能力与护士感知护士长关怀及领导力呈

正相关。护士长作为医院护理队伍的基层管理者和

组织者,护士长的关心对男护士的态度、培养起到了

关键的作用[16-17]。刘义兰等[18]的研究也指出,护理

管理者通过实施人文关怀的措施可提升护士整体工

作满意度,对提高护士优质护理服务质量有积极作

用。另有研究[19]也显示,相较于女护士,男护士更加

缺乏来自组织的工作支持,他们呼吁医院和护理管理

者采取多种措施提升男护士的组织支持感水平,进而

促进男护士职业成功。而高职业成功感的护理人员

能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包括人文关怀在内的医疗服

务,提升医院的专业水平和竞争力[15]。
3.3 提高男护士关怀能力的对策

3.3.1 提高男护士自身人文关怀素养,提升公众对

男护士认可度 有研究显示,社会大众不愿意接受男

护士的主要原因包括传统观念、考虑隐私、操作技能

水平及沟通能力不足等[13]。因而,要改善男护士沟

通能力不足的问题,要从根本上培养男护士人文关怀

能力。首先,掌握扎实的关怀理论知识是培养护理人

员关怀能力的前提条件[6],只有掌握了扎实的理论知

识并将之转化为自身气质的一部分,才能自觉地将关

爱运用于临床工作中。其次,要注重培训方式的多样

化以及有效性。建立人文关怀服务理念、关怀事例分

享、模拟情景训练[18]、参加护理人文关怀学术组织实

践[19]等,均为行之有效的关怀方法。
3.3.2 创建良好的发展平台,制定奖励机制,提供晋

升机会 护理管理者应创造和谐的工作环境和学习

氛围,鼓励男护士继续深造学习;在护理日常工作安

排上,应该结合男女护士各自的优势进行分配,体现

男女护士各自的价值,提高工作效率与质量[20]。同

时医院管理部门可以考虑为有能力的男护士提供更

多的晋升机会,吸引有进取心的男护士继续从事护理

岗位的工作[21]。
3.3.3 构建和谐的医护患关系,以促进男护士关怀

能力的提升 护理服务自主性和独立性相对缺乏,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医生的决策。医生、患者及家属对护

理人员的要求很高,可能会导致护理人员产生挫败

感,丧失自信心,个人成就感降低,进而会造成护理人

员关怀能力的下降,影响护理服务质量和患者的满意

度。构建和谐的护患、护护、医护关系,实施医护一体

化工作模式,建立医护之间互相尊重、良好合作的工

作状态,是促进男护士关怀能力提升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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