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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护理学科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热点,为护理学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提供参考。方

法
 

登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网站、梅斯医学网以及科学网检索并筛选2015~2019年护理学科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对资助项目总体分布情况以及研究现状进行分析。结果

 

近5年护理学科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共计180项,资助总

金额为7
 

518.46万元。资助项目涉及管理科学部、医学科学部、信息科学部、工程及材料科学部,其下的三级学科代码共24个。
资助项目热点主要包括慢性病管理、老年患者照护、医护人员管理及健康管理等。结论

 

近5年来,护理学科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资助数量与资助金额波动上升。护理科技工作者应把握护理学科发展热点方向,加强跨学科合作项目研究,拓宽护

理学科发展路径,促进护理学科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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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学的重要任务为“促进健康,预防疾病,恢复

健康,减轻痛苦”[1],其发展与预防医学、公共卫生事

业管理学、社会医学及临床医学等存在交叉。近年

来,我国护士队伍数量及整体素质得到了明显的提

升,护理服务领域向家庭社区、慢病及长期照护等不

断拓展,护理科学化管理水平持续提高,我国护理专

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2]。但有学者调查发现,护
士缺乏主持或参与科研项目、发表论文及申请专利等

科研经历,并且对科研选题、论文撰写等培训需求较

高,我国护士科研能力亟待提高[3-4]。在我国,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是支撑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的重要平台,其
资助项目充分反映了相应学科的最新研究进展以及

科研水平。有文献报道,我国2006~2015年护理学

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力度逐渐加大,但在研究的

广度与深度上与护理学科发展速度差距较大[5]。本

研究通过收集2015~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的护理学相关项目,纵向分析当前护理学的研究热

点,并横向了解国内护理学与其他学科交叉发展的研

究方向,为拓宽护理学科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提供参

考,为促进护理学科产学研持续发展提供思路。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0年6~8月,登录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科学基金网站(https://isisn.nsfc.gov.cn/),点

击项目检索与查询,系统检索2015~2019年G0406
卫生管理与政策代码下护理学科相关的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项目;登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研究知

识库 (http://ir.nsfc.gov.cn/)、科 学 网 (http://
www.sciencenet.cn/)及梅斯医学网(https://www.
medsci.cn/),选择关键词查询,分别输入护理、照护、
健康管理、慢性病及自我管理进行补充检索,依据学

科内涵与学科交叉度筛选与护理学科相关的中标项

目。纳入标准:项目主题符合护理的基本任务和目

标;符合护理学与其他学科(管理学、信息学及工程学

等)交叉发展方向。
1.2 资料整理 采用Excel软件建立资料数据库,
提取的数据包括资助年份、学科代码、项目类别、项目

名称、资助金额及项目负责人。以慢性病、健康管理、
照护、医护人员以及其他(护理管理、护理教育、护理

保险以及护理单元建筑设计)五大研究重点方向对资

助项目进行研究领域划分并分析。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Excel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计数资料以频数和构成比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护理学科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总

体情况 2015~2019年护理学科相关的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领域获资助项目总计180项,项目资助总经费

为7
 

518.46万元。其中面上项目78项(43.8%),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74项(41.6%),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16项(9.0%),重点项目以及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

项目在内的重大类型项目共9项(5.0%),优秀青年

·96·护理学杂志2021年1月第36卷第1期



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应急管理项目在内的其他类型项

目共3项(1.7%)。各资助项目类别分布及资助经费

见表1。重大类型项目资助情况,见表2。

表1 2015~2019年护理学科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类别分布及资助经费(n=180)

项目

2015年

项目数
资助金额

(万元)

2016年

项目数
资助金额

(万元)

2017年

项目数
资助金额

(万元)

2018年

项目数
资助金额

(万元)

2019年

项目数
资助金额

(万元)

总计

项目数
资助金额

(万元)
面上项目 15 759 19 911.00 16 798.0 12 589.0 16 771.5 78 3828.50
青年科学基金 11 183 21 353.00 14 257.6 9 169.7 19 370.0 74 1333.30
地方科学基金 2 58 7 219.00 3 85.0 1 35.0 3 95.5 16 492.50
重大类型项目 1 256 7 1189.16 1 260.0 0 0.0 0 0.0 9 1705.16
其他 0 0 0 0.00 2 29.0 0 0.0 1 130.0 3 159.00
总计 29 1256 54 2672.16 36 1429.6 22 793.7 39 1367.0 180 7518.46 

表2 2015~2019年护理学科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类型项目资助情况

项目类别 申请代码 项目名称 年度 资助金额(万元)

重点项目 G0203(企业技术管理与创新管理) 大数据驱动的智慧医疗健康管理创新 2015 256.00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G0401(公共管理) 老人社区协同照护智慧系统开发与实现 2016 168.00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G0401(公共管理) 基于科技接受度的智能老龄照护系统研究与开发 2016 173.30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G0401(公共管理) 基于神经反射原理的智能化整合性老年照护模式: 2016 174.56

协同机制、开发与实现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G0401(公共管理) 科技化老龄照护系统的构建与实现———以使用者

角度探讨科技化老龄照护系统的实现模式 2016 167.30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G0401(公共管理) 基于健康云的老年健康管理服务平台研发及应用 2016 168.00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G0401(公共管理) 基于物联网和云计算平台的老年人家庭远程监护 2016 168.00

系统的研究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G0401(公共管理) 基于慢病知识管理的智慧养老平台研究 2016 170.00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F0210(计算机图像处理与多媒体技术) 基于实时行为数据的个性化健康管理 2017 260.00

2.2 护理学科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代

码分布 2015~2019年护理学科相关的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获资助项目涉及管理科学部、医学科学部、信
息科学部及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其下的三级学科代码

共24个,其中管理科学部及医学科学部包括9个三

级学科代码,分别为G0406卫生管理与政策、H1701
康复医学、H2611流行病学方法与卫生统计、H2903
中医药学研究方法新技术与新方法、H2721中医学其

他科学问题、H2603人类营养、H2501老年医学、
H1613肿瘤康复(包括社会心理康复)及 H0613运动

系统疾病诊疗其它科学问题,与护理学科交叉的其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相关资助领域的管理科

学部、信息科学部及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包括15个三

级学科代码,分别为G0401公共管理、G0407教育管

理、G0112服务科学与工程、G0116风险管理、G0102
运筹与管理、G0105评价理论与方法、G0110工业工

程与管理、G0114信息系统与管理、G0203企业技术

管理与创新管理、G0204人力资源管理、F0301控制

理论与技术、F0205网络与系统安全、F0210计算机

图像处理与多媒体技术、E0801建筑学及D0102人文

地理学。各科学部排序前3位的资助项目三级学科

代码及项目数,见表3。
2.3 护理学科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

究领域分布

2.3.1 慢性病 慢性病研究是护理学科相关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占比最多的研究领域,共95
项(52.78%)。关联疾病包括癌症(如乳腺癌、肺癌及

晚期癌症)、慢性传染病(艾滋病、肺结核、乙肝)、衰

弱、呼吸系统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外科手

术后(关节置换术后、肝移植术后)、老年痴呆、老年认

知或听力障碍、精神分裂症、脑卒中、冠心病、高血压

及糖尿病等。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构建慢性病评估系

统(如慢性病发病风险评估系统、慢性病预后危险因

素预警模型及慢性病高危人群筛查工具的构建等),
建立慢性病管理模式(如慢性病远程信息平台构建、
建立老年人慢性病健康管理模式、优化慢性病健康管

理模式及针对特殊行为的慢性病健康行为制定干预

策略等),研究慢性病管理关键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

症状管理、用药安全、自我管理及康复锻炼四大方面)
及评价慢性病管理的结局(主要从不同慢性病管理模

式效果、慢性病管理模式的成本经济学评价及慢性病

管理模式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三大方面进行研究)。
表3 各科学部排序前3位的资助项目三级学科代码及项目数

所属类别 三级学科代码  项目数 百分比(%)

管理科学部 G0406卫生管理与政策 136 75.56
G0401公共管理 7 3.89
G0407教育管理 3 1.67

医学科学部 H1701康复医学 4 2.22
H2611流行病学方法

   与卫生统计 2 1.11
H1613肿瘤康复(包括社会 2 1.11
   心理康复)
H2903中医药学研究方法

   新技术与新方法 2 1.11
信息科学部 F0301控制理论与技术 3 1.67

F0205网络与系统安全 2 1.11
F0210计算机图像处理 1 0.56
   与多媒体技术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E0801建筑学 2 1.11

2.3.2 健康管理 健康管理项目有24项(13.33%)。
从涉及人群角度而言,该领域主要涉及儿童、孕产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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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老年人等,其中孕产妇与老年人是该领域研究的重

点人群。研究者分别从孕产妇保健服务及心理保健

模式、剖宫产行为机制等及老年人医疗服务需求、社
会网络与老龄化的关系、社区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

服务模式、老年人居家健康管理系统的研发等角度研

究健康管理关键环节及管理模式。从研究的内容来

看,健康管理数据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之一。研究者

主要从数据的获取、分析以及应用三大方面开展研

究,其中代表性的资助项目包括医疗系统健康管理信

息获取的风险、健康管理数据的关联型知识及健康体

检大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开发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早

期筛查系统的手机App。
2.3.3 照护 照护项目有26项(14.44%),该领域

主要涉及早产儿、脑卒中、肿瘤患者及老年人,其中肿

瘤患者及失能失智老年人是照护领域研究重点人群。
从研究目的来看,研究者主要从照护需求的评估、照
护的关键环节、照护模式构建以及照护结局评价等角

度开展研究,其中代表性的资助项目包括预测肺癌患

者支持性照护需求、新疆牧业地区非正式照护的时间

成本效果分析、构建老年人智慧化照护模式及老年人

整合式长期照护服务体验与满意度追踪评价。
2.3.4 医护人员管理 医护人员管理项目有15项

(8.33%)。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医护人员工

作疲劳、护理人力资源管理及护士职业风险。研究者

主要从医护人员疲劳综合征、护士认知疲劳、护士同

情心疲乏及护士心理负荷等角度研究医护人员工作

疲劳的影响机制、预警模型及干预策略;从医院护理

人力资源效率模型构建、灾害应急状态下或高时变养

护需求驱动下的护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危重症

科室护理人力资源配置系统构建等角度开展医院整

体以及特殊科室护理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研究;从临床

护理作业中医疗人因失误的诱发因素、机制及干预措

施,医务人员锐器伤危险因素与干预策略以及护理人

员职业稳定性影响机制等角度开展护士职业风险发

生机制及防范方式的研究。
2.3.5 其他 除以上关键词之外,其他护理学科相

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关键词包括护理管

理、护理教育、护理保险以及护理单元建筑设计,共
20项(11.11%)。主要涉及医院护理管理的高效化

(如公立医院分级护理模型、护理质量评价模型等)、
构建患者安全风险模型(如住院患者自杀风险评估

等)、提升学生临床实践能力(如借助移动端虚拟病人

培养护理学专业本科生的问诊能力等)、完善护理保

险制度(如地域重点疾病护理成本、长期保险精算预

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优化等)及合理布局医院建筑

(医疗建筑护理单元设计及护理单元的空间优化等)。
3 讨论

3.1 护理学科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现

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2015~2019年护理学科相

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领域获资助项目及数量、资助

经费呈现波动增加趋势。但我国护理学科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与其他国家护理学科基金资助的项目与数

量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与医学其他学科的基金资助项

目与数量相比差距同样明显[6]。可能与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申报系统缺乏护理学科代码以及与其他学科相比

缺乏足够的护理科研人才、护理人员科研意识缺乏及

科研能力有限等原因有关。建议今后在临床护士护理

科研能力分层评估[7]的基础上,深化护理科研人才培

养机制,积极开展科研选题、设计及统计分析、论文写

作培训等继续教育课程,提高护士的科研水平。同时,
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系统设立护理学科代码,
为护理学科科研发展的提供政策支持。
3.2 护理学科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

究热点分析 本文以关键词慢性病、照护、健康管理、
医护人员管理等对筛选出的护理学相关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项目进行研究领域分类,分析护理学科相

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热点。从研究

的人群来看,涉及到的主要人群包括早产儿、儿童、孕
产妇、老年人、医护人员;从研究疾病来看,涉及到的

主要疾病包括癌症、慢性传染病、衰弱、呼吸系统疾

病、外科手术后、老年痴呆、老年失能、老年认知或听

力障碍、精神分裂症、脑卒中、冠心病、高血压及糖尿

病;从研究目的来看,资助项目研究的目的在于建立

评估工具、构建管理模式、研究管理关键环节以及开

发管理平台;从研究主题来看,资助项目研究的主题

包括:发病风险、危险因素、高危人群、照护需求、症状

管理、用药安全、自我管理、康复锻炼、成本经济学评

价、中医药健康管理、居家健康管理、整合式长期照

护、工作疲劳、人力资源管理、职业风险、分级护理、患
者安全、健康管理信息、大数据挖掘、远程信息平台及

智慧化照护等。在未来,护理科技工作者可从管理科

学部、医学科学部以及信息科学部等及其相应的三级

学科代码进行项目的申请,把握研究热点与研究方

向,培养自己的优势研究领域。护理相关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项目的研究在建立高危患患者群预警系

统、构建健康管理及老年照护模式、研究管理的关键

环节及建立移动电子管理平台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

成果[8-10]。然而,我国学者调查国内34所医学类高

校的成果转化现状发现:基础理论成果以及临床应用

类成果占比较高,但用于产学研开发的研究成果仅占

高等院校成果产出的11%[11]。未来可借鉴项目成果

转化贯通机制,包括成果的识别与分类、宣传与推介、
转化与匹配、共享与传播以及评价与反馈五大核心步

骤[12],与护理学科特点相结合,建立护理专业的项目

成果转化运行方案,促进研究成果的共享与深度挖掘

以及护理学科向产学研方向的持续发展。
3.3 护理学科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跨

学科合作研究现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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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三级代码除了包

含与护理学直接相关的三级学科代码之外,还包含公

共管理领域、信息管理领域及工程与材料科学领域下

众多的三级学科代码。说明护理学科与其他学科存

在着广泛的交叉。公共管理领域、信息管理领域、基
础医学领域以及工程与材料科学领域护理学相关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聚焦健康管理、长期照护、
老年人、慢性病等重点研究方向,并结合各自的学科

优势,突破重点研究方向中的数据整合、信息平台建

立及分子水平影响机制等关键技术。目前,国外建立

并完善了护理经济学、护理信息学等新兴的护理交叉

学科[13-14],在国内,大数据的应用在助力精准护理及

循证护理、提升护理科研质量及护理管理质量中发挥

重要的作用[15],但国内护理领域缺乏包括信息学等

在内的跨学科协同创新研究,缺乏跨学科协同创新学

术团队的建立[16]。在未来,可加强与公共管理、信息

管理及基础医学等学科合作,构建学科创新协作服务

平台,定期开展交叉学科所在高校优秀师资队伍学术

交流活动,寻找并整合学科间共同的研究领域,为开

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与实施层面的合作

提供基础,从而拓宽护理学科发展途径。
3.4 护理学科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重大类

型项目研究热点分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重大

类型项目包括重点项目、重大项目及重点国际(地区)
合作研究项目等。重大类型项目是围绕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开展的,其开展在形成原创成果或科学突破,
提升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17]。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学科相关的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缺乏重大项目及重点项目基金资

助;护理学科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重大类型

项目主要集中在2016年的公共政策领域,研究方向

主要为老年照护系统的开发、大数据支持下的健康管

理平台的构建及健康管理数据的关键技术分析等方

面,主要内容包括以老年人照护需求为前提,深入研

究健康管理相关信息数据处理的关键技术,结合信息

技术及人体工程学,研究开发老年人连续性评估工具

以及辅助养老工具(智能手持设备、可穿戴设备、服务

机器人),促进老年人照护智能化,协同整合化。在未

来,护理科技工作者可把握老年照护等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增强对数据信息的敏感性,加强对信息数据的

挖掘和利用,促进护理学科的创新发展。
4 小结

本文通过收集、整理及筛选2015~2019年护理

学科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分析了近年

来护理学科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总体

情况;此外,从不同的研究领域、研究人群、研究疾病、
研究目的以及研究主题横向深入分析资助项目的研

究热点,纵向了解资助项目交叉学科领域以及护理相

关的重点研究方向;同时,重点分析护理相关重大类

型资助项目研究现状。但由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

报缺乏护理学科一级代码,护理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代码分布较广,因而护理学科相关项目检索

以及筛选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今后可深入研究不同

领域、不同疾病的护理学科相关资助项目研究方向与

成果,把握护理学科相关领域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项目研究的关键脉络,拓宽护理科技工作者的科研

思路,并且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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