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效管理,加快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改革,改善患者就

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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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医护人员对专科护士角色及护理门诊的认知现状。方法
 

对398名临床医护人员进行专科护士角色及护理门诊认

知的现状调查。结果
 

医护人员对专科护士角色重要性认知得分中,顾问者得分最高,为(4.04±0.41)分,医护人员对专科护士角

色中顾问者和实践者的重要性认知存在差异(均P<0.01)。97.7%的医护人员知道医院开设了专科护理门诊,但仅46.2%知道

护理门诊的类别和作用。结论
 

医护人员对专科护士的顾问者角色认可度高,对护理门诊的认知度较低,医院有必要加大护理门

诊的建设和宣传力度,以利于专科护士和护理门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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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科护士是指在某一特定护理专业领域里,具有

专家型护理技术及广博而扎实的专科知识,完成专科

理论学习和临床护理实践,并通过认证机构考核认定

合格的注册护士[1]。随着护理专业化的发展,专科护

士的培养受到国家的重视。2016年发布的《全国护

理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提到要“加大专

科护士培训力度,不断提高专科护理水平”[2]。专科

护士承担着临床专家、教育者、咨询者、研究者、管理

者、合作者、协调者的角色,他们的专科教育背景,在
临床护理工作中更能从专科角度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及解决问题[3],在实践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护

理专科门诊是一种高级护理实践模式,是以护士为主

导的、在门诊为患者提供卫生保健的服务形式[4]。但

是我国对专科护士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专科护士的

岗位设置、工作职责、角色定位等方面没有成形的体

系和标准[5]。医护人员对专科护士角色及护理门诊

的认知缺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专科护士的发展。
本研究对我院临床医护人员进行调查,了解其对专科

护士角色及护理门诊的认知现状,为专科护士的发展

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按照科室(有专科护士的科室、无
专科护士的科室)和职业(医生、护士)进行分层,在每

层采用简单随机抽样,选取我院临床医护人员共398
人作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①临床科室的医生、非
专科护士,工作时间>1年;②知情同意、自愿参加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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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排除标准:进修医生、护士;因病产假或其他原因

不在临床岗位。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包括职业、
年龄、文化程度、工龄、职称、职务。②医护人员对专

科护士及护理门诊认知状况调查问卷:由研究者自行

设计,问卷内容包括医护人员对专科护士及院内护理

门诊开设情况的认知,共8项内容,以“是”“否”作答。
③专科护士角色重要性调查问卷:采用李进[6]修订的

专科护士角色重要性调查问卷,包含5个维度、54个

条目。其中管理者角色10个条目,临床实践角色16
个条目,顾问者角色7个条目,教育者角色12个条

目,研究者角色9个条目。问卷采用Likert
 

5级评分

法,每个条目从不确定到最重要依次计1~5分,得分

越高表示该角色越重要。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

数为
 

0.963,重测信度为0.859,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本研究中专科护士指已获得国家级或省级专科

护士资格证书的护士。
1.2.2 调查方法 由研究者及本院科研小组的5名

骨干成员于2019年4~6月进入病区进行调查。获

取研究对象的知情同意,采用统一的指导语说明填写

要求,问卷当场发放与收回,共发放问卷420份,回收

有效问卷398份,有效回收率为94.76%。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

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率或构成比描述,计量资料采

用均数±标准差描述,行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 共调查医护人员398
名。医生151名,男87名,女64名;年龄24~54
(35.82±6.28)岁。工作年限1~27(10.58±6.51)
年。文化程度:本科以下30名,硕士以上121名。职

称:初级30名,中级72名,高级49名。职务:科主任

17名,医疗组长22名,其他112名。护士247名,男
8名,女239名;年龄20~48(33.11±5.74)岁。工作

年限1~28(11.76±6.04)年。文化程度:本科以下

243名,硕士以上4名。职称:初级79名,中级137
名,高级31名。职务:护士长29名,责任护士20名,
其他198名。
2.2 医护人员对专科护士及护理门诊的认知状况 
见表1。
表1 医护人员对专科护士及护理门诊认知状况(n=398)

人(%)

项 目 肯定回答

您是否听说过专科护士 388(97.5)
您所在科室是否有专科护士 195(49.0)
您是否认为专科护士就是专业护士 137(34.4)
您知道专科护士是指经过省级及以上机构培训的护士吗 352(88.4)
您是否知道医院开设专科护理门诊 389(97.7)
您是否知道我院有哪些专科护理门诊及作用 184(46.2)
您是否认为医院有必要开设专科护理门诊 393(98.7)
您是否认为专科护理门诊护士必须要有相应的资质 377(94.7)

2.3 医护人员对专科护士角色重要性评分比较 见

表2。

表2 医护人员对专科护士角色重要性评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顾问者 教育者 研究者 管理者 实践者

医护人员 398 4.04±0.41 4.00±0.36 3.91±0.61 3.87±0.57 4.02±0.31
医生 151 4.11±0.38 4.02±0.36 3.91±0.61 3.89±0.54 3.96±0.29
护士 247 4.00±0.42 3.99±0.36 3.92±0.61 3.86±0.58 4.05±0.32
t 2.700 0.737 -0.143 0.580 -2.828
P 0.007 0.462  0.886 0.563  0.005

3 讨论

3.1 医护人员对专科护士的认知现状 目前,全国

专科护士队伍发展壮大,这与国家对专科护理队伍建

设的重视程度息息相关。作为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

划(2016-2020)的主要任务,各大医院也十分重视对

专科护士的培养。本次调查结果显示,49.0%的医护

人员知道本科室有专科护士,但是对专科护士和专业

护士的概念分辨不清楚。专科护士是由省级以上专

业机构进行培训,经过该专科相关教育课程学习,考
核合格的临床护士[7]。专业护士是指接受过护理专

业教育并在医院或社区从事护理工作的专门人士[8]。
专科护士属于专业护士,但是经过严格的培训和考

核,在特定专科领域具备更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有

11.6%的医护人员尚不知道专科护士需要经过专业

机构培训,有的医护人员甚至不知道科室内有无专科

护士,对专科护士的认识不统一,必然会导致专科护

士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
3.2 医护人员对专科护理门诊的认知现状 护理门

诊是专科护士临床实践的一种形式,有利于提高专科

护士的护理专业价值感和自身专业素质[9]。护理门

诊的开设,满足患者多元化的健康服务需求,是延续

性护理服务的有效途径[10]。曹晶等[11]调查显示,我
国三级甲等医院专科护士的工作职责以体现专科特

色的护理会诊、临床专科教学指导、专科护理门诊为

主。护理门诊在我国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目前尚

无统一的护理门诊岗位准入要求[12],护理门诊通常由

专科护士或者资质较高的临床护理专家坐诊,大多数

医护人员(94.7%)都认可这一点。依据与医生的合

作与否分为独立型和协作型专科护理门诊[9]。我院

共开设了17种护理门诊。其中有7种独立型护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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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如PICC门诊、伤口造口门诊、慢性伤口门诊、淋巴

水肿门诊、母乳喂养门诊、助产士门诊和PAC(流产后

关爱)门诊;10种医护合作型护理门诊,如糖尿病护理

门诊、肥胖联合门诊、骨科护理门诊、慢性肾病联合门

诊等。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医护人员知道医院开

设了护理门诊,但对于具体的护理门诊类别仅有46.
2%的人了解。护理门诊为患者提供着专科治疗、健
康教育、卫生保健等服务,成为医疗门诊的强力后盾。
医护人员对护理门诊的类别知晓程度低,无法更好地

指导患者就诊,不利于专科护理门诊的可持续发展。
医院管理者需要重视护理门诊的建设,增加门诊的宣

传力度,促进医护人员的支持。
3.3 医护人员对专科护士角色重要性的认知现状 
专科护士在实际工作中承担着各种角色,专科护士的

职能可归纳为:临床实践、护理研究、护理教学、护理

会诊、护理管理及变革。专科护士的各种角色在护理

门诊中体现着不同的作用。实践者角色体现专科护

士从事门诊工作的本质,专科护士的执业场所从病房

延伸至门诊,服务对象也从住院向院外患者延续。顾

问者角色展现的是专科护士向患者和医护人员提供

专业性的意见,在专科护理方面,专科护士经过培训,
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比普通护士更为专业。教育者角

色主要体现在对门诊患者的健康宣教方面,以及对医

护人员的培训、带教等方面。研究者角色指的是专科

护士科研方面的能力,在门诊工作中,专科护士需要

独自处理各方面的问题,循证思维和钻研能力不可或

缺。另外,管理者角色一方面体现在对患者疾病的管

理,一方面体现在对门诊工作的管理。本次调查结果

显示,医护人员对专科护士的角色重要性认知水平从

高到底依次是顾问者、实践者、教育者、研究者、管理

者,对专科护士各种角色的重视程度不同。医生认为

专科护士的顾问者角色最重要,可能与临床需求有

关。从问卷中的具体条目来看,顾问者角色展现的是

专科护士对科研、教学、临床问题等方面专业观点和

专业态度[6]。临床医生关注较多的是针对专科问题,
能有专业性的指导意见,使患者的问题得到解决。而

医护之间的良好沟通与交流,有助于临床问题的解

决。同时,专科护士具备专科性较强的知识和技能,
能为临床工作者提供更为专业的指导,发挥顾问者的

角色职能。临床实践能力是专科护士培训中最重要,
也是最基础的部分。护士认为专科护士的实践者角

色更重要,是从护理的最基本内涵出发。不管是专科

护士还是普通护士,临床实践始终是护理工作的根

本。而开设护理门诊,是专科护理实践的形式之一。
医生和护士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对临床关注的重点

不同,因此对专科护士顾问者与实践者角色重要性的

认识水平也不同(均P<0.01)。医护人员对教育者、
研究者、管理者角色的认识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均P>0.05),与专科护士的职能和门诊实践有关。
专科护士作为专科领域的带头人,其教育者和研究者

的角色功能是必须具备的。而对管理者角色的重要

性认识水平较低,说明本研究的大部分调查对象对专

科护士管理者角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医护人员对

管理者角色的认知可能体现在护士长的职责方面,而
门诊专科护士的工作重点并非管理工作,其服务对象

主要为患者,工作内容主要是帮助门诊患者解决实际

问题,做好患者的延续护理。目前专科护士的岗位职

责没有明确的规定,角色定位不清晰,也促使医护人

员对其角色重要性的认识水平不同。
4 小结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我院医护人员对专科护士的

角色认可度高,对护理门诊的认知度较低。专科护士

在专业化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专科护士的

执业场所不仅在病房,更是通过门诊向延续护理发

展。提升院内医护人员对护理门诊的认知度,才能更

好地发挥专科护士作用,提升护理服务质量,让更多

的患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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