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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疼痛资源护士信息化多模式培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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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院内疼痛资源护士基于信息化的多模式培训效果。方法
 

第一期选拔78名护士进行现场培训,第二期以90名护

士疼痛知识薄弱点和对课程的需求为导向,构建院内疼痛资源护士培训课程体系,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多模式培训和客观结构化

考试方式对学员进行为期2年的培训和认证。结果
 

培训后,第二期学员疼痛知识和态度评分及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4个站点考

核评分显著高于培训前(均P<0.01);第二期学员综合测评合格率及学员满意度显著高于第一期学员(均P<0.01);患者对护士

的疼痛宣教评价显著优于培训前,且护士对患者的非药物干预次数显著多于培训前(均P<0.01)。结论
 

基于信息化的院内疼痛

资源护士多模式培训有利于提高培训效果及学员满意度,提高患者对护士疼痛宣教的好评率及临床疼痛护理管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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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ulti-mode
 

training
 

on
 

pain
 

resource
 

nurses
 

based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thods
 

A
 

total
 

of
 

78
 

nurses
 

were
 

selected
 

for
 

on-the-job
 

training
 

in
 

the
 

first
 

phase.
 

In
 

the
 

second
 

phase,
 

the
 

training
 

course
 

system
 

for
 

pain
 

resource
 

nurses
 

in
 

the
 

hospital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weak
 

points
 

in
 

pain
 

knowledge
 

level
 

and
 

the
 

demand
 

for
 

courses
 

among
 

90
 

nurses.
 

The
 

trainees
 

were
 

trained
 

and
 

certified
 

for
 

two
 

years
 

by
 

multi-mode
 

training
 

methods
 

which
 

combined
 

online
 

and
 

offline
 

training
 

and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OSCE).
 

Results
 

The
 

trainees
 

scores
 

of
 

pain
 

knowledge
 

and
 

attitude
 

and
 

the
 

OSCE
 

scores
 

in
 

the
 

second
 

phas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he
 

training
 

(all
 

P<0.01);
 

the
 

pass
 

rate
 

of
 

compre-
hensive

 

evaluation
 

and
 

satisfaction
 

degree
 

of
 

trainees
 

in
 

the
 

second
 

phas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first
 

phase
 

(all
 

P<0.01);patients'
 

opinion
 

about
 

pain
 

education
 

by
 

nurses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before
 

training,
 

and
 

the
 

number
 

of
 

non
 

drug
 

intervention
 

was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at
 

before
 

training
 

(all
 

P<0.01).
 

Conclusion
 

The
 

multi-mode
 

training
 

of
 

pain
 

resource
 

nurses
 

based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training
 

effect
 

and
 

satisfaction
 

of
 

trainees,
 

and
 

improve
 

the
 

praise
 

rate
 

of
 

patients
 

for
 

nurses'
 

pain
 

educ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pain
 

nursing
 

management.
Key

 

words:
 

pain
 

resource
 

nurse; information; multi-mode
 

training;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n-the-job
 

training

作者单位:聊城市人民医院1.麻醉科3.护理部4.院感科(山东
  

聊城,

252000);2.杭州师范大学医学院;5.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刘冬华:女,硕士,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护士长,lyliudonghua@
126.com
科研项目: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原泰山医学院)教育教学研究资助课题

(XY2018120)
收稿:2020 07 06;修回:2020 08 31

  疼痛资源护士是指在与患者诊疗相关的医务人

员、患者、家属接触及传播信息的过程中,通过倡导优

质疼痛护理、培训、宣教,促进优质疼痛管理的护士[1]。
疼痛资源护士在加快医院专科化发展、提高护理管理

质量和降低医疗费用,改善患者镇痛宣教质量[2],提高

患者满意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3]。加强疼痛资源

护士的培训可以改善护士标准化疼痛评估的实施效

果[4]。鉴此,我院尝试开展院内疼痛资源护士培训。
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我院第一期选拔78名护

士进行现场培训,综合测评合格率为87.2%,培训满意

度为84.7%。为进一步提高培训效果,2018年1月至

2020年1月,第二期选拔纳入90名护士,基于信息化

平台进行为期2年的多模式培训,取得了较满意的效

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8年1月对全院护理人员择优选拔。选

拔标准:热爱疼痛护理工作;护理本科以上学历,护师以

上职称;从事临床护理工作5年以上;自愿加入。最终从

报名的125名护士中遴选90名进行第二期院内疼痛资

源护 士 培 训。其 中 男4名,女86名;年 龄28~45
(34.35±6.26)岁。工作年限5~25年,中位数10年。学

历:本科88名,硕士2名。职称:副主任护师10名,主管

护师47名,护师33名。科室:内科5名,外科44名,妇
产科12名,儿科2名,血液肿瘤系统8名,眼耳鼻喉部4
名,ICU

 

2名,手术室7名,脑科分院6名。
1.2 培训方法

1.2.1 组建疼痛培训小组 小组成员共6名,其中

组长1名,由从事疼痛护理10年,曾在国内外进修疼

痛管理,院级 N4疼痛专科护士担任,主要负责制定

培训计划和方案,担任教学,并组织培训的实施和考

核;秘书1名,由从事疼痛管理、麻醉护理5年以上的

带教老师担任,主要负责培训通知和联络,网上培训

系统的更新和维护,教学评价等;从事临床麻醉护理、
疼痛护理的带教老师3名,主要负责培训带教工作;
护理部分管教学的干事1名,主要负责培训工作协

调、考核等。
1.2.2 师资选拔和管理 护理师资选拔标准:院聘

临床护理教师;能熟练运用各类教学方法开展临床教

学;本科以上学历,副主任护师以上职称;从事疼痛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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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护理管理、教学或科研工作5年以上。临床医生

师资要求:硕士以上学历;取得院内规培带教资格,从
事疼痛、麻醉相关工作5年以上。最终选拔8名核心

师资人员,其中硕士2名,本科6名;医生2名,护士6
名。在开展培训前护理部组织相关专家对8名师资

进行系统培训,并制定了培训要求和管理方案。
1.2.3 培训课程设计和内容 疼痛培训小组组长和

秘书对90名护士进行疼痛知识和态度[5]问卷调查,并

自制问卷调查其对疼痛知识的需求。调查结果发现学

员的疼痛知识管理薄弱点和需求主要是阿片类药物的

药理作用、多模式镇痛、非药物镇痛疗法、特殊人群的

疼痛管理等。针对调查结果,疼痛培训小组通过检索

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6-7],讨论决定以护士的疼痛知识

薄弱点为切入点,《疼痛护理学》[8]教材为主导,疼痛专

家共识[9-10]为指引,突出疼痛专科内涵,并纳入相关的

科研知识,制定系列培训内容及方法,见表1。
表1 院内疼痛资源护士培训内容及方法

模块 内容 培训方式 学时

疼痛相关概念及发展历史

 疼痛相关概念 疼痛相关概念 PPT讲座 1
疼痛分类 PPT讲座 1

 疼痛学的发展历史 疼痛医学研究进展 PPT讲座 1
疼痛护理学科发展 PPT讲座 1
护士在疼痛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PPT讲座 1

疼痛的生理和传导机制

 疼痛的解剖和病理生理 疼痛的相关解剖 PPT讲座 1
疼痛的病理生理 PPT讲座 1

 疼痛的传导和镇痛药物作用机制 疼痛传导机制 PPT讲座 1
镇痛药物的作用机制 PPT讲座 1

疼痛评估与记录

 疼痛评估工具的种类和使用 单维度疼痛评估工具 PPT讲座和演示 1
常用多维度疼痛评估工具 PPT讲座和演示 1
疼痛评估工具的研究进展 PPT讲座和演示 1

 疼痛评估的内容和方法 疼痛评估方法、流程和记录 PPT讲座和演示 1
疼痛药物和非药物治疗

 镇痛药物的使用和静脉自控镇痛 阿片类药物的种类、机制和不良反应 角色扮演 2
 泵的应用 镇痛药物的临床使用,常用的镇痛技术,静脉自控镇痛技术 示范演示 1
 非药物镇痛治疗 非药物治疗的基本知识 PPT讲座 2

常用的非药物治疗措施(中医、物理疗法、音乐疗法等) 示范演示 2
疼痛的心理治疗和护理 PPT讲座 2
常用的穴位镇痛疗法 情景模拟 2

疼痛护理

 急性疼痛护理 镇痛泵相关的操作 工作坊 1
镇痛泵使用的健康教育 工作坊 1
患者自控镇痛使用交接注意事项和流程 工作坊 2
硬膜外镇痛的观察和健康宣教 PPT讲座和演示 1
硬膜外镇痛患者神经阻滞平面的测量和低血压处理 PPT讲座和视频演示 1
多模式镇痛管理 PPT讲座 2

 慢性疼痛护理 慢性疼痛的评估要点 PPT讲座 1
慢性疼痛的药物治疗和护理 PPT讲座 1
微创治疗相关内容 PPT讲座 1

 癌性疼痛护理 三阶梯镇痛 PPT讲座 1
阿片类药物不良反应和防治 PPT讲座 2
安宁疗护 PPT讲座 1
癌痛的评估原则 PPT讲座 1
癌痛的药物滴定 情景模拟 1
癌痛规范化护理管理 情景模拟 1

 特殊人群疼痛护理 患儿疼痛评估和护理 PPT讲座 2
老年患者疼痛评估和护理 PPT讲座 2
重症患者疼痛评估和护理 PPT讲座 1
女性患者疼痛评估和护理 PPT讲座 1

疼痛护理管理质量和指南专家共识

 疼痛护理管理质量 国内外疼痛管理质量评价标准 线上培训 3
国内外疼痛专科护士培训和认证 线上培训 3

 疼痛相关指南专家共识 急性疼痛专家共识 线上培训 3
慢性疼痛专家共识 线上培训 3
癌性疼痛专家共识 线上培训 3

特殊患者疼痛管理

 急性疼痛特殊案例讨论 术前疼痛病史,长期口服镇痛药物患者的术后疼痛管理 线上培训 3
 慢性疼痛典型病例讨论 长期口服镇痛药物的用药指导和疼痛护理管理 线上培训 3
 癌性疼痛典型病例讨论 癌痛的三阶梯镇痛和非药物镇痛干预的管理 线上培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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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院内疼痛资源护士培训内容及方法

模块 内容 培训方式 学时

疼痛知识宣教技巧

 患儿宣教 患儿疼痛知识宣教技巧 线上培训 3
 老年患者的宣教 老年患者疼痛知识宣教技巧 线上培训 3
 聋哑患者的宣教 聋哑患者疼痛知识宣教技巧 线上培训 3
疼痛护理查房

 外科患者疼痛护理查房 围术期疼痛治疗和疼痛护理 线上培训 3
 癌痛患者疼痛护理查房 癌痛患者既往治疗史、用药史和疼痛护理关注点 线上培训 3
科研学术

 英文文献读书报告 疼痛相关英文文献的读书报告 线上培训 2
 文献检索 图书馆的合理应用 线上培训 2

文献检索的方法和途径 线上培训 1
 科研论文写作 护理论文写作方法和技巧 线上培训 1

疼痛相关科研选题和方法 线上培训 1
SPSS软件应用技巧 线上培训 1

1.2.4 培训方法 参考《专科护理领域护士培训大

纲》[11]中的学时要求和国内外疼痛资源护士培训经

验[12],借助512京颐考试教育平台(集培训、考试、计
划、反馈以及分析为一体的护理人员教学平台,计算

机、手机都可以应用)通过线上、线下培训、工作坊、情
景模拟、现场示范、现场集中授课48学时和线上授课

48学时,共96学时。
1.2.5 考核和认证方法 每次理论授课结束,针对

本次课知识在512京颐考试平台上进行网络小考核。
设计疼痛评估站(考察疼痛评估工具的使用和评估记

录)、急性疼痛护理站(考察疼痛知识宣教、患者自控

镇痛使用宣教、不良反应防治等)、癌性疼痛护理站

(癌性疼痛的评估、阿片类药物的滴定、爆发痛的处理

等)、特殊人群疼痛护理站(考察儿童、老年等疼痛评

估和管理等)4个考站,由疼痛培训小组成员和师资

担任考官,利用医院规培办公室招募的标准化病人,
对学员采用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Objective

 

Struc-
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OSCE)进行结业考核。
院内疼痛资源护士认证:学员综合测评学分合格;每
次理论及操作考核均合格;最终结业考试和OSCE考

站合格;提交2年培训心得和疼痛相关综述1篇后统

一颁发院内疼痛资源护士资质证书。取得证书者可

以作为院内评先树优、国内外疼痛相关进修、疼痛相

关学术会议的优先选拔对象。
1.3 评价方法 ①疼痛知识和态度。第二期学员培

训前后采用疼痛知识和态度问卷[5]进行调查,内容涉

及疼痛评估、处理、用药原则等,包括是非题、选择题

和案例分析题,共40个条目,满分100分,80分以上

为及格。②OSCE考核成绩。第二期学员培训前后

分别进行4站考核,各站总分100分。③综合测评合

格率。两期学员均采用考评综合评价表进行测评,包
括劳动纪律12分、专业实践能力考核38分、理论考

核25分(理论考核>90为25分,80~90分为20
分)、操作技能25分,满分100分,90分以上为合格。
④培训满意度。培训结束后采用微信方式调查第二

期学员对培训的满意度,采用“非常满意、满意、一般、
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5个等级测评。⑤临床疼痛护

理管理质量。第二期学员培训前和培训结束后1个

月从外科、妇产科、肿瘤科各随机抽取24
 

h内至少1
次NRS静息疼痛评分>3分的20例患者,对护士提

供的疼痛信息的充分程度进行(非常好、好、一般、差、
极差)评价,并从60例患者的电子病历中查询患者24

 

h内接受护士非药物镇痛干预措施(如放松训练、音
乐、冷热敷、冥想、转移注意力等)的次数。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软件进行配对t
检验、χ2 检验和秩和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第二期学员培训前后疼痛知识和态度及OSCE
考试得分比较 90名护士均完成2年规定的学时与

学习任务,并取得院内疼痛资源护士证书。护士培训

前后疼痛知识和态度及OSCE考试得分见表2。

表2 第二期学员培训前后疼痛知识和态度及OSCE考试得分比较 分,x±s

时间 人数
疼痛知识和

态度

OSCE考试

疼痛评估站 急性疼痛护理站 癌性疼痛护理站 特殊人群疼痛护理站

培训前 90 46.51±9.14 77.68±4.36 76.64±4.10 76.77±3.77 75.99±4.05
培训后 90 79.57±10.56 88.14±3.91 86.34±3.70 85.46±3.63 84.86±3.74

t -19.016 -18.947 -18.658 -16.884 -16.698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2 两期学员综合测评合格率和对培训的满意度比

较 第一期78名学员中,综合测评合格68名;第二

期90名学员中,综合测评合格90名;两期比较,χ2=

13.721,P=0.000。第一期学员对培训非常满意14
名,满意52名,一般12名;第二期学员分别为45名、
41名和4名;两期比较,Z=-4.544,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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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培训前后患者对疼痛宣教的评价和非药物干预

 见表3。
表3 培训前后患者对疼痛宣教的评价及

非药物干预比较

时间 例数
患者评价(例)

非常好 好 一般 差 极差

非药物干预

[次,M(P25,P75)]
培训前 60 7 41 6 4 2 0(0,1)
培训后 60 18 40 2 0 0 3(2,4)

Z -3.397 -6.537
P 0.001 0.000

2.4 取得的成果 培训2年期间,第二期学员在核

心期刊发表疼痛护理相关论文5篇,交流疼痛护理相

关学术会议论文4篇,疼痛相关科研立项2项,省级

获奖3项,学员参加山东省疼痛知识比赛获三等奖和

二等奖各1项。
3 讨论

3.1 信息化多模式培训有利于提升护士的疼痛知识

水平和疼痛管理综合能力 我国在疼痛专科护理领

域的人才培养和实践尚处于探索阶段,全国尚缺乏疼

痛专科护士培训基地[5],尝试建立疼痛专科护士的培

养、认证考评体系和培养模式,加强疼痛护理专科护

理队伍培养至关重要。笔者调查分析学员的需求和

疼痛知识薄弱点,通过查阅国外文献和疼痛相关的实

践指南规范,形成了院内疼痛资源护士培训课程,并
采用线上、线下培训相结合,融入情景模拟、疼痛沙

龙、工作坊等多模式培训。结果显示第二期学员培训

后疼痛知识和态度得分显著高于培训前,OSCE四站

考核得分显著高于培训前(均P<0.01),说明基于临

床问题制定培训方案并采用信息化多模式培训能有

效提高护士的疼痛知识水平和疼痛管理综合能力。
3.2 信息化多模式培训有利于提升护士的培训满意

度和临床疼痛护理管理质量 信息化多模式培训突

破了常规护理培训的时间地点限制,学员在不脱产的

情况下,利用业余碎片时间完成所需的课程,不会因

为上夜班不能到场而影响培训出勤率。在考核方式

上,省时省力,节约纸张;降低管理成本,有效落实护

士参与护理培训考核的主动性[13],从而提升培训管

理效率,增强培训效果[14]。故第二期学员综合测评

合格率及对培训的满意度显著高于第一期学员(均
P<0.01)。此外,疼痛资源护士都是由临床护士遴

选产生,能够在科室内营造优质疼痛护理氛围,将所

学知识应用到临床并传授给其他人员,指导疼痛护理

实践。研究结果显示,培训后患者对护士疼痛宣教知

识充分程度的评价显著优于培训前,护理权限范围内

非药物镇痛干预措施的实施次数显著多于培训前(均
P<0.01),表明通过培训,护士能将所学的疼痛管理

知识运用于临床,进而提升疼痛护理管理质量。
4 小结

本研究发现,信息化多模式培训院内疼痛资源护

士有利于提升培训效果,提高培训学员满意度及疼痛

护理管理质量。本研究培训学员仅限于本院,师资仅

来自本院,水平有限,OSCE考核及标准化病人在院

内疼痛资源护士培训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

组织管理、场地限制、师资不足等。今后可进一步研

究培训评估体系,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多中心研究,探
索其实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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