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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国际护士理事会(ICN)提出的灾害护理核心能力2.0版,该核心能力框架确定了不同层次护士所应具备的灾害护理胜

任力,为分层次培养灾害护理人才队伍提供了理论指导。提出以此核心能力框架为基础构建我国灾害护理能力分级指标体系,制
定分层培训方案,对护士进行分层次有针对性的灾害护理能力培养,从而推动灾害护理队伍建设,促进灾害护理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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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世界各国灾害频发,且呈现出大规模、长
期化、密集化等特点,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同
时也导致了大量的人员伤亡[1]。护士作为救灾团队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灾害医疗救援的重要力量,在
灾害现场紧急救护、伤员的检伤分类与转运、传染病
预防与控制以及受灾人员的灾后生理、心理恢复等方
面都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2-5]。灾害护理能力是衡量
护士救灾能力的关键指标,由具备足够的灾害护理能
力的护士展开灾害救援行动,可以有效减少损失和灾
民伤残率,提高抢救成功率和救援效果。为了规范全
球护理人员的灾害护理能力并明确护士在灾害中的
作用,国际护士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
ses,ICN)与 WHO等国际组织合作开发了灾害护理
能力框架,用于指导灾害护理教育及培训课程的设
置、建立护理标准、灾害护理能力的评估,该框架对于
提高护士备灾和救灾能力、实施以循证为基础的灾害
护理实践、推动灾害护理专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
义[6-8]。近些年,我国灾害护理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
仍未形成规范统一的灾害护理能力指标体系,灾害护
理培训内容不够系统全面。本文介绍灾害护理能力
框架的发展及ICN灾害护理核心能力,以期对我国
灾害护理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及灾害护理培训方案
的制定提供参考。
1 ICN灾害护理能力框架的发展

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国外学者开始关注
灾害救援护理研究,关于灾害护理能力的研究应运而
生,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2001年美国疾控中心与
哥伦比亚大学护理学院合作提出所有卫生保健人员
在应对生物恐怖袭击及突发事件应急准备时应具备

9条核心胜任力[9]。2002年,Gebbie等[10]以此胜任
力要求为基础,另外增加3个条目,形成护士群体应
对突发灾害事件和灾害应急准备中应具备的12条核
心胜任力。2003年国际大规模伤亡事件护理教育联
盟(International

 

Nursing
 

Coalition
 

for
 

Mass
 

Casual-
ty

 

Education,INCMCE)[11]提出注册护士应对大规

模伤亡事件教育胜任力框架。2006年日本兵库大学
护理学院针对护士群体提出灾害护理核心胜任力框
架[12]。2008年 WHO发布护士在灾害救援中的核心
能力[13]。2009年,ICN和 WHO根据灾害管理连续
性的组织结构特点,在上述能力框架基础上,联合推
出了灾害护理能力框架,形成ICN灾害护理能力框
架 1.0 版 (ICN

 

Framework
 

of
 

Disaster
 

Nursing
 

Competencies)[14],适用于一般临床护士,认为护士应
具备减灾/预防能力、备灾能力、应对能力、恢复/康复
能力4个领域10个维度的灾害护理能力,共130个
指标条目。

鉴于灾害护理专业的不断发展、灾害环境的变化
及研究的增加,为了保证核心能力指标能够与时俱
进,2014年,ICN 联合世界灾难与急诊医学协会对

ICN灾难护理能力框架1.0版进行首次更新,提出在
现有的能力框架基础上增加心理社会支持领域的能
力(1.1版)[15]。ICN灾难护理能力框架1.0版建立
在ICN全科护士能力框架基础之上,并未涉及高级
实践或专科护士所需的能力。为了提高护士的备灾
能力、应对能力和恢复能力,以在持续的健康威胁和
灾害中减少人员伤亡,维持卫生系统的运作和社区福
祉,2018年,ICN、WHO及世界灾害护理学会等10
个组织组成的指导委员会起草“灾害护理核心能力

2.0版”。通过网络调查,全球有150名护士及3个主
要的国际护理组织对草案语言作出回应,并提出相关
建议[16]。在此研究基础上,对原版本作了较大的修
订与更新,提出了新的灾害护理核心胜任力框架,并
在2019年11月发布新版的ICN灾害护理核心能力

2.0版(ICN
 

Core
 

Competencies
 

in
 

Disaster
 

Nursing
 

Version
 

2.0)。
2 ICN灾害护理核心能力2.0版主要内容

①准备和规划:除任何特定的紧急情况以外,为
了提高对灾害事件期间所采取行动的准备和信心而
采取的行动;②沟通:在工作地点或紧急任务中传达
基本信息并记录决策的方法;③事件管理系统:国家/
组织/机构所需的灾害/应急响应的结构以及使其有
效的行动;④安全与保障:确保护士、其同事和患者不
因不安全做法而增加应对负担;⑤评估:收集有关指
定患者/家庭/社区的数据,为后续护理干预奠定基
础;⑥干预:在灾难事件的事件管理中为评估患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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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社区而采取的临床或其他措施;⑦恢复:为促进灾
前个人/家庭/社区/组织恢复职能或将其恢复到更高
水平而采取的任何措施;⑧法律与道德:灾害/紧急护

理的法律与道德框架[17]。在每个领域下列出详细的
核心能力描述,即一级和二级护士具备该能力所需要
的知识、技能和态度,见样表1。

样表1 ICN灾害护理核心能力2.0版

领域 一级护士(普通护士) 二级(高级或专科护士)

准备和规划 a.制定个人、家庭和职业准备计划 a.至少每年与其他学科一起参与机构或社区级别的应急演习/演练计划

b.与其他学科一起参加工作场所的演习活动 b.根据演习评估结果制定护理改进措施

c.保持对可用应急资源、计划、政策和程序的最新了解 c.向参与计划、准备、反应和康复的其他人传达护士的角色和责任

d.描述在紧急情况或灾难响应期间安置弱势群体的方法 d.在应急计划中纳入与弱势群体需求相关的行动

e.在基础护理教育课程或进修课程中纳入灾害护理一级核心能力

沟通 a.在与所有响应者和接受者沟通时正确使用灾难术语 a.调整应急/灾害通信系统计划

b.及时向指定人员传达灾害相关的优先信息 b.包括对护士在工作场所全方位的紧急沟通期望

c.紧急灾害事件中展示基本的危机沟通能力 c.与灾难领导团队合作开发特定事件的媒体信息

d.利用可用的多语种资源与受灾人群进行明确的沟通 d.制定关于灾害或紧急情况期间应保存的重要文件的指南

e.根据资源和应急规模,调整基本评估和干预信息的文件

事件管理系统 a.描述应对紧急情况或灾害的国家结构 a.参与制定符合国家标准的组织事件预案

b.在某项事件演习或训练中将特定的灾难计划(包括指挥系统)用于他/她的教育 b.与其他人一起参与灾后(实际或演习)评估

 或工作地点 c.根据事件评估,制定改善护理实践的行动计划

c.为灾后评估提供意见和经验 d.包括在重新分配工作人员或不熟悉的同事或志愿者时的应急计划指导

d.当分配到一个跨专业团队或不熟悉的地点时,在特许的实践范围内保持专业

 实践

安全与保障 a.在灾害/紧急事件的普通或严峻环境中维护自身和他人的安全 a.实施支持护理决策的方案,确保灾难/紧急事件期间的安全

b.将基本感染控制措施与现有资源相适应 b.在有限资源范围内,及时提供可供选择的感染控制措施

c.在灾害事件中定期对自己和同事进行评估,以确定对身体或心理支持的需求 c.与他人合作,促进护士获得医疗和/或心理健康治疗,并根据需要提供其他支持服务

d.在灾难/紧急事件中通过指挥系统使用个人防护设备 d.解释个人防护设备的级别/差异以及护士和其他人使用的适应场景

e.报告可能对个人或他人的安全和保障造成的风险 e.制定行动计划,以解决和改正/消除对个人或他人安全的风险

评估 a.报告可能预示患者/家庭/社区出现紧急情况的症状或事件 a.确保所有护士掌握潜在紧急事件的最新信息,以及在观察到时报告这些事件的流程

b.根据分类原则和紧急/灾害事件类型,对患者/家庭/社区进行快速的身心健 b.根据现有资料,制定针对具体事件的患者/家庭/社区的身心健康快速评估指南

 康评估 c.将灾害/紧急分类原则纳入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课程中的所有评估课程

c.持续评估患者/家庭/社区对护理需求的变化,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灾害事件 d.确定特定事件的弱势群体和保护他们所需采取的行动

干预 a.根据周围人员的需要提供基本急救措施 a.确保应急计划和机构政策包含对所有护士都能实施基本急救的期望

b.隔离有向他人传播传染病风险的个人/家庭/集体 b.包括在紧急情况下实施隔离的具体组织指导

c.通过指挥系统参与对个人污染评估或去污 c.描述CBRNE(化学、生物、辐射、核、爆炸)的暴露范围和与暴露相关的去污方法

d.让患者、患者家属或指派的志愿者在其能力范围内参与灾害救援,以扩展资源 d.发展患者、患者家属或志愿者参与扩展应急资源的计划

e.根据优先需求和现有资源提供患者护理 e.在组织的应急计划中指导护理人员的重新分配

f.参与指定的突发事件行动(如大规模免疫接种) f.指导护理人员在需要时参与突发事件行动

g.尊重管理大批量死者的协议

恢复 a.协助组织在灾中和灾后维持或恢复运作 a.在整个康复阶段向领导层传达护理角色、职责和需求

b.协助指定的患者/家属/社区在灾中和灾后维持或恢复功能 b.维持最新的推荐资源列表,并根据需要添加特定事件的修改

c.当患者出院时可根据患者的身心健康需求进行转诊

d.参与过渡情况介绍,以确定个人对持续援助的需求

法律与道德 a.适用护理和针对紧急情况的法律、政策和程序 a.参与开发针对组织/机构内护士的紧急政策和程序指南

b.将机构或国家灾害伦理框架应用于个人/家庭/社区的护理 b.参与制定灾害/紧急资源分配框架(如人员、物资、药品)

c.描述对灾害响应中基于功利主义原则的伦理实践的理解 c.为期望在应急和救灾期间中应用功利主义原则的护士提供指导和支持

  注:“功利主义原则”指的是从群体或者社会的角度表达道德的原则,将最大的价值放在为尽可能多的人带来最大利益的行为上,而不是根据任何个人的需求进行优先排序的行为。

3 讨论

3.1 ICN灾害护理核心能力2.0版的内容分析 
ICN灾害护理核心能力2.0版根据护士的个人职业

经历和专业知识确定了不同层级护士所应具备的灾

害护理能力,其中一级能力适用于所有注册护士,包
括医院、诊所和保健中心的在职护士以及所有护士教

育者;二级能力适用于已达到一级能力并且是或愿意

成为机构、组织或系统中指定的灾难响应者的护士,
如护士长及在机构的应急预案中担任领导的护士;三
级能力是针对特定灾害护理的高级护士,指具备一级

和二级能力,并准备应对各种灾难和紧急情况并在可

部署团队中服务的护士,如频繁应对国家或国际灾害

的护士、军事护士及开展灾害护理综合研究的护士,
目前2.0版灾害护理能力框架中不包括该级能力的

具体指标,但该级别的许多能力在与灾害相关的学科

中都很常见,需要在以后灾害护理工作中与其他组织

共同协作发展。
2.0版在“安全与保障”领域中提出,普通护士在

灾害事件中应定期评估自身及同事的身心需求,同时

能够正确使用个人防护设备;而高级/专科护士可以

通过与他人合作来促进护士获得医疗/心理健康治

疗,以及根据需要提供其他支持服务,并能正确认识

个人防护设备的级别和适用场景。救援人员在灾害

救援过程中以及灾害救援结束后,甚至结束后较长一

段时间内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身心问题。因此,在灾

害事件中明确救援人员自身的心理需求并得到心理

急救支持是非常必要的。研究显示,使用个人防护设

备可以有效提高护士应对灾害的潜在意愿[6],护士必

须能够识别并正确使用个人防护设备,并用现有的设

备来保护自身和患者安全。
3.2 建议

3.2.1 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灾害护理能力分级指标

体系 我国的灾害护理能力研究起步较晚,2008年

汶川大地震后开始得到广泛关注,国内学者依据各自

研究侧重点对灾害护理能力指标体系进行了相关研
究[1,18-20],为灾害护理教育培训提供了理论基础。但

以上灾害护理能力研究主要涉及灾害发生时护士应

当具备的能力,关于野外生存和法律伦理知识等方面

提及较少,内容尚不够全面和系统,且开发的指标体

系缺乏实证研究。目前国内尚无权威学术机构或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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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灾害护理能力概念及构成要素进行明确界定,且
没有形成统一的灾害护理能力指标体系。因此,亟待
权威学术机构开展跨学科领域、大样本的研究,与护
理专家共同合作,明确界定灾害护理能力相关概念和
涵义,构建符合我国特色的灾害护理能力指标体系。
ICN灾害护理核心能力2.0版确定了不同层级

护士具备不同的灾害护理能力[16]。可以借鉴该能力
框架并结合实际情况,将工作年限、知识水平、学历及
职称等作为我国划分护士级别的主要依据。同时参
考国内外文献,结合我国灾害救援实践经验,对不同
层级护士所需的胜任力进行界定,提炼灾害护理能力
构成要素。构建适用于我国的灾害护理能力分级指
标体系,帮助各级护士更加清楚地认识其在灾害救援
中的工作范畴以及角色定位,明确其在救灾工作中所
需的知识和能力要素,增强其对灾害护理知识与技能
的储备和积累意识。
3.2.2 需进行分层次有针对性的灾害护理能力培养

 ICN灾害护理能力2.0版界定了普通护士和高级/
专科护士在日益复杂的灾害环境中应当具备的灾害
护理能力,可用于指导灾害护理教育及培训课程的设
置、建立护理标准、灾害护理能力的评估。当前我国
临床护士灾害护理知识和技能储备不足,灾害准备度
整体处于低至中等水平[21-22]。由于灾害护理学的知
识体系庞大,且不同层级护士对于灾害护理能力的培
训需求不同。因此,进行灾害护理培训前可评估分析
护士的培训需求,并结合当地灾害常见类型,针对我
国临床护士灾害护理能力薄弱点,以ICN灾害护理
能力中提出的不同层级护士在灾害环境中应当具备
的知识与技能为理论指导,确定分层次培养目标,制
定有针对性、分步骤的灾害护理培训内容,对护士进
行分层次、分阶段培训,避免培训目标的盲目性,确保
培训质量,提高护士灾害救援能力水平,促进灾害护
理队伍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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