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李悦,杨会香,周洁,等.职业获益感在网约护士心理资

本与职业认同间的中介效应[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2,30(7):1028-1032.
[8] 刘倩雯,谢意兰.广东省护士区域注册现状报告与风险

分析[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21,27(9):1196-1201.
[9] 刘晶晶,段晓侠,汪艳,等.网约护士岗位培训现状及需

求调查[J].护理学杂志,2022,37(11):92-94.
[10]胡琳莉.基于社会需求的“互联网+护理服务”护士培训

体系构建研究[D].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2021.
[11]许冰,张艳,吴松梅,等.三级医院护士“互联网+护理服

务”核心知识技能培训需求调查[J].护理学杂志,2020,

35(12):90-93.
[12]陈汝文,陈海婷,岳利群,等.临床护士对“互联网+护理

服务”认知及需求现状调查[J].中国医药科学,2021,11
(16):25-28.

[13]李鑫,秦月兰,胡婉琴,等.三级医院护士开展“互联网+护

理服务”意愿及需求的质性研究[J].护理学杂志,2019,34

(20):61-64.
[14]何雨芯.供需双方对“互联网+护理服务”的认知、意愿及

需求研究[D].重庆:重庆医科大学,2021.
[15]韩梦丹,赵明利,张雪葳,等.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

认知和参与意愿现况调查[J].护理学杂志,2020,35(4):

53-56.
[16]张莉黎,罗丹,何梦薇,等.产妇对互联网+产科护士上门

服务的认知及需求调查[J].护理实践与研究,2021,18
(19):2875-2879.

[17]马贵媛,张京慧,师正坤,等.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家属对

“互联网+护理服务”需求的调查分析[J].中国护理管

理,2022,22(3):386-390.
[18]潘舒雯,王子晗,丁蕊,等.江苏省老年慢性病患者对远

程护理服务的需求及影响因素分析[J].护士进修杂志,

2022,37(11):993-998.
(本文编辑 赵梅珍)

急诊科灾害专科护士工作体验的质性研究

张绮珊1,赖锦佳1,黄蝶卿2,陈瀚熙3,夏幸阁4,申叶林5,谭益冰1

摘要:目的
 

了解灾害专科护士的角色体验和对临床实践感知,为灾害专科护士的职业发展和管理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描述性质

性研究方法,对广东省三甲医院急诊科的15名灾害专科护士进行半结构访谈,运用内容分析法分析资料。结果
 

提炼出灾害专科

护士工作体验的3个主题(感知个人专科角色、参与专科临床实践、融入医院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及9个次主题。结论
 

灾害专科

护士在灾害护理继续教育、多学科合作和医疗紧急救援队伍建设等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医院需结合灾害护理多学科交叉的特

点,明确灾害专科护士角色定位和岗位范围,进一步发挥专科护士价值。
关键词:急诊科; 专科护士; 灾害护理; 工作体验; 护理管理; 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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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科护士需要具备某个临床领域渊博的知识背

景、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的护理技能,是能为患者提

供高质量护理服务的护士[1]。2019年,国际护士理

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ICN)发布第2
版灾害护理能力指南,其中建议灾害专科护士应成为

一个机构、组织或系统内的指定的救灾人员[2]。护士

是灾害救援中数量最多的卫生专业人员,发挥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3]。截至2018年,我国已成立省级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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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专业委员会24个[4],高质量的灾害护理学术讨

论及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逐渐发展[5]。自2020年

始,广东省护理学会灾害护理专业委员举办了两届省

级灾害专科护士培训班,共培养来自急诊科、ICU、感
染科等科室共114名灾害专科护士。灾害专科护士

作为新的专科方向,与急诊科临床工作存在较多交

叉[6-7]。本研究深度访谈15名急诊科灾害专科护士,
了解他们对灾害护理和临床实践的感知,旨为灾害专

科护士的职业发展和人才管理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目的抽样方法,于2022年2~3月

选取已结业的灾害专科护士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为

保证研究对象的代表性和多样性,本研究根据最大差

异法原则,充分考虑研究对象所在城市、参与紧急医

疗救援队等级等因素。纳入标准:①经过广东省护理

学会灾害护理专业委员会灾害专科护士资格认证;②
专科培训后在急诊科工作;③语言表达清晰,自愿参

与本研究。排除标准:因进修、休假、哺乳等不在岗。
根据编码饱和原则[8],访谈资料不再出现新编码,再
追访1人证实资料饱和。共访谈15人,男11例,女4
例;年龄28~36岁,中位数32.0岁。护理工作年限

为5~14年,中位数9.0年;急诊科工作年限为3~13
年,中位数7.0年。学历:本科14人,硕士1人。培

训结束时间:2020年12人,2021年3人。参与医疗

救援队等级:国家级1人,省级1人,市级2人,院级4
人,科室级2人,未参与救援5人。所在城市:广州6
人,深圳4人,东莞2人,韶关1人,佛山1人,珠海1
人。
1.2 方法

1.2.1 制订访谈提纲 本研究基于国际护士理事会

专科灾害护理能力要求[2],结合ICU专科护士[9]、急
诊专科护士[10]和军队护理人员[11]的工作体验,参考

其工作过程中的促进及阻碍因素,确定访谈提纲如

下:①培训结业后,请具体介绍您参与了哪些灾害专

科工作? ②请结合临床实践,谈谈灾害专科护士与急

诊专科护士的区别? ③您觉得目前的工作是否符合

您对灾害专科护士的理解? ④您觉得科室/医院领导

对灾害专科护士有什么样的看法? ⑤你所在的医院

为灾难护理专科护士提供了什么资源或平台? ⑥您

认为灾害专科护士的发展需要哪些层面的支持?
1.2.2 资料收集方法 访谈者3人具有硕士或在读

硕士学历,均经过系统性的护理质性研究方法学培训。
在取得广东省护理学会灾害专委会同意后,通过专委

会秘书将研究信息发至灾害专科护士微信群,取得同

意参加者联系方式,由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确定访谈时

间进行电话访谈。访谈前,向访谈对象说明本访谈内

容仅作为研究应用,与所在单位无直接利害关系,减
少研究对象对表达真实想法的顾虑;以字母 N1~
N15替代姓名,保护其隐私。访谈过程全程录音,访

谈者记录笔记,如访谈对象情绪变化时的内容,对沉

默停顿较多或矛盾点和模糊点,并进一步追问和澄

清。本研究访谈时间为27~70(43.0±12.0)min。
访谈结束后48

 

h内转录访谈稿,并反馈给研究对象

核对确认,访谈者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改。
1.2.3 资料分析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12]对访

谈稿进行分析,具体步骤如下:①结合访谈音频、访谈

稿和访谈笔记充分熟悉研究对象,并记录整体印象。
如N7整体印象是专科经验丰富(包括组织演练、脚
本编写、学会灾害授课、2次直升机救援经验),在工

作上强调灾害专科工作实用性,以及组织支持对灾害

专科护士管理能力的影响。②识别意义单元(mea-
ning

 

unit)。对访谈稿中明显的或具有潜在的情感意

义的表达句进行标记。③浓缩意义单元。将访谈稿

导入NVIVO12.6.1软件,联系上下文及研究主题对

意义单元反复研读,用简短的语句对意义单元进行概

括或解释,形成编码。④聚类主题。将所有编码导出

至一个表格中,反复阅读确定初级编码间的逻辑性和

共同性,合并形成次主题及主题。分析过程中课题组

定期开展组会,讨论每一级主题的表达是否模糊或存

在歧义、主题与次主题间的包容性和主题间表达一致

性,最后经多次讨论达成一致。
2 结果

2.1 感知个人专科角色

2.1.1 救灾备灾使命感 受访者认为参与灾害救援

是专科护士最重要的职责,在灾害发生时应尽快参与

救援响应。部分受访者还强调自己有备灾职责,需要

做好护士和医院的灾害准备。N1:“虽然救护理论知

识与其他专科相同,但我们需要随时面对一些不能预

料的问题。所以平时应该未雨绸缪,不能临渴掘井,
应经常去思考有准备。”N9:“如果突然间有疫情了,
或者台风来了,就要马上启动应急梯队,我们(专科护

士)要随时处于备战状态。”N10:“灾害专科(需要)更
加夯实基础技能,强化应急能力,在应对突发事件时,
能迅速上场的专科护士。”
2.1.2 专科方向认同感 受访者认为灾害专科较急

诊专科有明显不同,灾害专科除了掌握创伤治疗、重
症仪器使用等护理技术外,还需要有救护心理学、野
外生存和物资人力管理的知识背景。丰富的学科内

涵使受访者更加认可自己的专科方向。N3:“我们这

个专业涉及的方向和范围会比较广一些,不仅仅说是

急救这一块,你还要学会一些统筹方面的东西。就像

你整个灾害的前期怎么去准备,然后怎么去培训这些

人,还有应急抢救时,你需要对人员、设备仪器、物资

进行调配,可能会比他们(急诊专科)想的更全面一

些。”N9:“灾害救护涉及面挺广,进修时要去骨科、手
术室等科室,增加了我的见识。”
2.1.3 专科技术不确定感 受访者认为自身在灾害

专科实践上缺乏前人经验参考,以及救灾经验积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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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因此对自己的灾害专科技术产生不确定感,担心

自己能力不足。N6:“在灾害救护方面找不到一些相

关资料……,之前医院也没有先例,只能自己去摸

索。”N9:“有时候要做一些带教,其实我们也没有具

备灾害救护的实践能力,我们也没经常去那些灾害现

场对吧? 所以对这个带教其实有点虚了。”
2.2 参与专科临床实践

2.2.1 推动护士灾害能力培训 受访者在返岗后往

往会承担急诊科或全院护士的带教任务,设计应急演

习方案或参与灾害护理学会的建设,以提升医院在职

护士的灾害护理能力。N3:“近几年因为灾难医学会

发展起来了,所以我们第1次举办了一个急诊与灾害

的护理学术会议。”N13:“我上次培训了骨髓腔穿刺,
然后下次可能我会讲在红会(红十字会)学习的创伤、
还有烫伤的处理等,每个季度会讲一些相关的外出学

习的知识与技能。”
2.2.2 难以平衡急诊工作 目前灾害专科护士尚无

明确的岗位职责,受访者在返岗后仍以原来的急诊临

床工作为主,导致对外防灾教育、多部门协作和培训

管理精力受限。且部分受访者认为急诊专科护士与

所在科室工作契合度更高,进一步降低了灾害专科工

作开展动力。N4:“我们是急诊科的,但他(急诊专科

护士)开展的工作可能会更细致,更擅长一些,更实用

一些。而灾害涉及到的科室特别多,然后你开展的项

目也是特别多,你可能不是仅限于急诊这一块,也可

能对群众……对现场(管理)……都不一样的。它的

项目范围广,会显得你开展起来会比较麻烦,在急诊

不容易开展。”N10:“本身你是急诊科护士,你要干

活,你不能少了这些工作。”
2.2.3 科室医生参与不足 部分受访者表示,在科

室实施应急演习时感知医护之间缺少沟通途径,医生

支持配合不足,使演习内容被动集中于护士间的抢

救,或依靠护士扮演医生角色完成演习。N4:“灾害

演习时让我去找医生,其实是找不到的,没有哪个医

生会愿意上班跑过来,然后陪你们一起做这些(灾害

演习)。”N14:“基本上医护之间肯定不会说聊这些

(灾害相关)内容,可能会基于一些疑难病例讨论,然
后医护一起去讨论这些内容,不会考虑说某一些急救

或灾害(流程)的相关工作。”
2.3 融入医院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2.3.1 灾害救援现场的技术主力 灾害专科护士认

为自己受过多学科的教育,能突破急诊科单一科室的

局限,采取各种救援措施,有效应对患者的复杂情况。
N9:“你去到那里(救援现场)首先需要合理分配资

源,对吧? 还会用到检伤分类,创伤类、心理治疗的一

些专科知识,针对不同的灾害类型处理重点会不一

样,起码会有这个(综合性)意识理念。”N10:“灾害专

科涉及的专科技术较多,ECMO也学了,IBP也学了,
血透也学了,因为血透本身的话也是肾科、ICU用的

比较多嘛,都学了,其实它更擅长的就是一个全科的

感觉,全科护士的感觉。”
2.3.2 发挥组织协调作用 护士作为灾害救援的主

要实施者,还是医生、后勤和患者的协调者。N5:“实
际上我觉得这方面(灾害救援)很多东西执行和谋划

还是护士居多,我觉得需要一个护理队长,然后或者

说副队长来统筹会好很多。”N13:“毕竟医院是一个

公共场合,在科室内点火(火灾演习需要)肯定会引起

患者恐慌。演习之前,我就会咨询保安队队长,保障

演习安全、顺利完成。”
2.3.3 建设医院应急救援队伍 目前许多医院的灾

害医疗救援队伍尚未建立,或相应的工作流程机制仍

待完善,使灾害护理专科感知职能发挥范围有限,因
此部分受访者在自身的职业规划中提出建设院内规

范的应急队伍的目标,具体如加强多学科合作培训,
规范物资管理制度、明确救援人员资质等。N11:“当
时计划书我也是这样写的,就建立一个比较规范固定

的(院内)应急队,因为我在学习的时候跟其他同学交

流,有的医院已经建立了,感觉非常有价值。”N2:“我
们希望把灾害相关的东西,能全部带回到院内,因为

在灾害防控方面需加强,需要跟领导建议,将来能够

把它健全完善。”
3 讨论

3.1 加强培训灾害专科护士教学和应急演练能力 本

研究发现,灾害专科护士返岗后主要承担了科室或院内

灾害护理培训的职责,是灾害护理继续教育的重要推动

者。据课题组前期调查发现,广东省仅有45.2%急诊

护士接受过灾害护理相关培训,灾害护理能力处于中

等水平[7],急需加强对在职护士的灾害护理能力培

训。因此,需将教育技能培训纳入灾害专科护士培养

目标,增设相关教育教学方法学内容,开设微格教学

工作坊,提升专科护士的教学技能,以适应专科教培

工作要求。同时,本研究发现,专科护士普遍认为灾

害救援并不是简单的急诊业务叠加,自身救护能力仍

需提升。一项研究表明,急诊科护士在救援过程中不

仅需要救治患者,也需要对灾害事件采取措施,如适

应不同的救援场景、合作团队、治疗流程和伦理冲击

等[13]。灾害救援需要多学科的合作参与,而灾害演

习被认为是灾害教育中最有效的方式之一[14]。因

此,灾害专科护士的培养中可适当补充跨学科人员的

指导,提供对外联合演习机会[15],联合医护、消防、警
察、应急志愿者等多组织开展户外救援实战演习或桌

面演习,为灾害专科护士提供实践积累。
3.2 护理管理者需完善灾害专科管理与建设制度 
本研究发现,灾害专科护士认为在急诊科工作难以突

出专科,缺乏灾害专科工作积极性。因此,护理管理

者应结合科室与医院的发展需求,指导规划专科护士

的灾害专科发展。随着护理专科化的发展,专科护士

在医院的话语权提升,工作职责拥有更多自主性和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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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性[16]。管理是促进专科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发

现,适当的头衔和授权比专科教育能更好地预测护士

专业实践水平[17]。护理管理者可通过组建医院内灾

害护理小组,联合各科室设置阶梯式岗位,如灾害护

理专科组长、灾害专科护士、应急联络员等,为专科职

业发展提供条件。本研究通过对比ICN专科灾害护

理能力要求[2]发现,灾害专科护士的实践在沟通、事
件管理、法律和道德层面涉及较少,医院管理者可授

权灾害专科护士参与或负责全院应急事务,如负责应

急培训、演练等,进一步发挥护士灾害管理角色。
4 小结

本研究发现,灾害专科护士在灾害护理继续教

育、多学科合作和医疗紧急救援队伍建设等方面可发

挥重要作用,医院需结合灾害护理多学科交叉的特

点,明确灾害专科护士角色定位和岗位范围,进一步

发挥专科护士价值。目前,我国灾害护理人才在临床

中尚无明确的岗位职责,且缺乏应急救援机会和演习

经验。医院管理者应充分考虑灾害护理全科性、管理

性等学科交叉特点,组建多部门间的灾害演习,提供

灾害专科护士在应急沟通和灾害事件管理上的培养

和实践机会。本研究中的灾害专科护士培训结束时

间较短,可能对灾害护理角色的体验认知不足,今后

可继续跟踪专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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