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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护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准备度理论框架构建

徐园园1,2,张艳1,张慧2

摘要:目的
 

构建实习护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准备度理论框架。方法
 

对实习护生和具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经验的

临床带教老师进行半结构访谈,采用程序扎根理论方法和Nvivo
 

12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三级编码。结果
 

得到53个初始范畴、9
个主范畴和应急态度、应急专业准备、可获得支持3个核心范畴。结论

 

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框架可用于对实习护生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准备培养,提高其应急准备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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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emergency
 

preparedness
 

of
 

nursing
 

interns
 

for
 

public
 

health
 

emergen-
cies.

 

Methods
 

Nursing
 

interns
 

and
 

clinical
 

instructors
 

with
 

experience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participated
 

i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Interview
 

data
 

were
 

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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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he
 

Straussian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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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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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ning
 

categories,
 

9
 

major
 

categories,
 

a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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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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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upport
 

availability)
 

were
 

iden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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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

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
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

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1]。近年来,世界范围内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特别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下称新冠肺炎)的流行,给人们的生命和健康造成

了巨大的损失和威胁[2],各国出现医疗资源紧张和

人力不足现象,部分实习护生参与到应急救援和志

愿者活动中[3-4]。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应急救援护

士出现了心理压力大、应急准备度不足等现象[5],实
习护生也普遍存在恐慌、焦虑、相关知识缺乏、能力

不足、应急准备水平较低等情况[6-7]。应急准备是指

为有效应对突发事件而提前采取的各种措施总称,
所采取的准备行为或活动包括意识、认知、心理与文

化、行为、知识与技能等方面[8],应急准备度则指应

对突发事件的准备程度。实习护生是护理队伍未来

的主力军,提高实习护生应急准备度是护理人才培

养的重要目标,也是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

案的要求和重要内容。目前,对实习护生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准备度的研究较少,缺乏相关的理论

指导。因此,本研究采用程序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初
步构建实习护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准备度理论

框架,为实习护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准备培训

和评价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实习护生和有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经验的临床带教老师作为

访谈对象。实习护生纳入标准:①临床实习3个月以

上;②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带教老师纳入标准:①
参与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紧急救援工作;②从事临床

带教工作≥3年;③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

准:①患有心理疾病;②近3个月遭受重大生活事件

(如离异、亲友死亡或患重病等)。样本量以访谈不再

有新的主题出现即资料饱和为原则。本研究共纳入

实习 护 生17名,女14名,男3名;年 龄20~25
(21.47±1.42)岁。学历:硕士2人,本科7人,大专8
人。纳入临床护理带教老师13名,女11名,男2名;
年龄28~46(34.46±4.89)岁。工作年限4~26年,
中位数14年。学历:本科11名,硕士2名。职称:副
主任护师1人,主管护师8人,护师4人。职务:护理

部副主任1人,护士长4人,护理教学组长3人,护士

5人。科室:外科3人,内科1人,急诊科2人,重症医

学科2人,感染科3人,护理部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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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2.1 资料收集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和咨询专家初

步拟定访谈提纲,采用半结构访谈方法对3名实习护

生和3名带教老师进行深度预访谈,根据预访谈结果

总结访谈中的注意事项,咨询相关领域专家并修订访

谈提纲。实习护生访谈提纲:①如果实习护生参与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救援,您觉得该具备哪些素质和能

力? ②您觉得自己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准备是

否充足? 原因是什么? 哪些方面需要提高? ③您希

望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准备度? ④在应急准备方面,您希望学校和实习单位

做些什么来帮助护生提高应急准备度? 教师访谈提

纲:①结合您的应急工作经历,您觉得参与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救护时,实习护生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②您

认为实习护生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需要进行

哪些方面的应急准备教育或培训? ③您觉得学校和

实习单位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方面应给予护生

哪些支持? 访谈时间30~50
 

min,以开放式提问引入

主题,适时采用追问技巧,同步录音、记录。为保护研

究对象隐私,实习护生采用编号S1~S17表示,临床

护理带教老师采用N1~N13表示。
1.2.2 资料分析方法 访谈结束24

 

h内将录音转

为文字,并由2人逐字进行核对,对访谈过程进行回

顾,避免信息遗漏。采用 Nvivo
 

12软件对访谈资料

进行分析,数据收集和分析同时进行,使用程序扎根

理论方法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编码三级

编码,通过不断比较,归类合并,逐步提炼出有关的概

念类别,最终将资料整合形成整体框架[9]。采用同一

编码员不同时间的方式进行信度检验,编码信度需达
 

80%以上[10]。
2 结果

2.1 开放式编码 以句为单位进行开放式编码,形
成初始范畴。通过随机抽取访谈资料中的部分文本,
同一编码员不同时间再次编码的一致性为90%。提

取实习护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准备度相关初始

概念230个,反复对比、归类、提炼,最终得出53个初

始范畴。见表1。
2.2 主轴编码 对53个初始范畴进行逻辑关系探

索分析,归纳出9个主范畴。见表2。
2.3 选择编码 将9个主范畴分析归纳获取应急态

度(认知、职业道德、意愿)、应急专业准备(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专业能力)、可获得支持(情感支持、专业支

持、后勤支持)3个核心范畴。
2.4 实习护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准备度理论

框架的构建 构建的框架见图1。该框架直观地反

映各范畴之间的作用关系:实习护生“应急态度”和
“应急专业准备”存在相互影响促进作用;“可获得支

持”直接影响“应急态度”和“应急专业准备”,特别是

“情感支持”和“后勤支持”直接影响应急态度,“专业

支持”和“后勤支持”则对应急专业准备有着重要影

响,获得支持越多,其应急准备程度越高。
表1 开放式编码形成的初始范畴

编号 初始范畴 概念数 编号 初始范畴 概念数

a1 角色认知 2 a28 心理护理技术 10
a2 责任感 5 a29 环境适应 6
a3 职业精神 3 a30 工作模式适应 3
a4 参与救援意愿 6 a31 身体适应 3
a5 具有急救意识 2 a32 心理适应 7
a6 学习应急知识意愿 3 a33 与患者和家属沟通 6
a7 应急知识的重要性 2 a34 与团队成员沟通 4
a8 常见急救药物的使用 5 a35 信息的获取与上报 2
a9 中毒相关知识 3 a36 与医生合作 2
a10 外伤相关知识 5 a37 与老师配合 5
a11 传染病分类 6 a38 现场评估 2
a12 传染病传播途径 3 a39 病情评估 5
a13 传染病隔离知识 7 a40 病情观察 6
a14 传染病的防护知识 6 a41 风险预知 4
a15 传染病消杀知识 4 a42 总结与反思 3
a16 核辐射基础知识 3 a43 应急物资管理 4
a17 核辐射防护知识 2 a44 大批患者的管理 3
a18 传染病中医护理知识 3 a45 社会认可 5
a19 法律知识 2 a46 亲友支持 3
a20 伦理知识 1 a47 带教老师鼓励与肯定 6
a21 基础护理技术 15 a48 同伴支持 4
a22 检伤分类、转运 4 a49 单位组织培训 4
a23 止血、包扎、固定 6 a50 定期演练 1
a24 心肺复苏 6 a51 应急培训演练的重要性 3
a25 急救设备使用 5 a52 应急物资保障 4
a26 隔离防护技术 10 a53 后勤服务保障 3
a27 消杀技术 3

表2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编号 主范畴 所属初始范畴编码 概念数

b1 认知  a1 2
b2 职业道德 a2,a3 8
b3 意愿  a4,a5,a6 11
b4 专业知识 a7,a8,a9,a10,a11,a12,a13,a14,a15,

a16,a17,a18,a19,a20
52

b5 专业技能 a21,a22,a23,a24,a25,a26,a27,a28 59
b6 专业能力 a29,a30,a31,a32,a33,a34,a35,a36,a37,

a38,
 

a39,a40,a41,a42,a43,a44
65

b7 情感支持 a45,a46,a47,a48 18
b8 专业支持 a49,a50,a51 8
b9 后勤支持 a52,a53 7

2.5 核心范畴分析

2.5.1 应急态度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态度是决

定行为意向和行为的主要因素[11],态度越积极,行为

意向就越大。本研究的行为态度是指实习护生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知、职业道德和意愿,其应急态

度越积极,对应急事件准备行为就越强,准备度越高。
①认知。S3:“我首先得有急救意识,知道作为医护人

员应该去做什么,要和老师一起参与救治。”②职业道

德。N12:“作为护士,这是我工作的职责,实习护生

面对这种情况,也应该具有这种责任感。”N2:“虽然

有感染的风险,但我们还是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③
意愿。N4:“如果实习生没有参加应急救护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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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他就没有学习这方面知识的动力,各方面的救援

能力可能就不行。”N1:“发生疫情后,有很多实习生

要求留下,参与意愿很强。”N8:“有临时紧急任务时,
实习生报名很积极,会根据要求努力准备。”

图1 实习护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准备度理论框架

2.5.2 应急专业准备 应急专业准备是指为应对突

发应急事件而事先进行的专业知识储备、专业技能和

能力的准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护理质量

直接关系到患者的安全和救治结果,专业知识储备和

实践技能是实习护生提供高质量应急护理的前提条

件,也影响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急救援的信心

和表现。专业能力是完成一项目标或任务所体现出

来的综合素质,综合能力高的护生能更快地适应紧急

工作,也能更出色地完成任务。①专业知识。S7:“护
理基础知识和急危重症知识必须熟练掌握。”S17:“很
多患者有基础疾病或者并发症,多学科知识交叉融合

学习很重要。”N6:“实习护生应该知道传染病的基本

知识,比如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这些基本概

念,以及基本的防护隔离和消杀知识。”N10:“要熟悉

常用急救药品的用法和剂量等,中医相关基础知识也

要学习掌握。”②专业技能。N10:“隔离防护和基础

护理操作要熟练掌握,因为有时候技术难度会增加。”
N6:“最基础的急救技能要熟练掌握,比如心肺复苏、
外伤包扎、固定、止血等。”N3:“我们得善于观察,掌
握一定的心理护理和沟通技巧,对患者进行心理疏

导。”S16:“在应急救援的情况下,我们要学会使用常

见的仪器设备。”③专业能力。N1:“应急工作环境、
时间及模式和普通病房不太一样,自己就要调整,尽
快适应。”N3:“心理上要承受得了压力,如果自己心

态调整不好是无法完成工作的。”N5:“不同单位人员

组成的临时团队,沟通和合作起来不是很默契,需要

我们不断磨合,掌握更多的沟通技巧。”S13:“我们得

学会评估病情,发现潜在问题,也要总结反思。”
2.5.3 可获得支持 支持是来自家庭、亲友和社会

各方面对个体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慰藉、关怀、尊重和

帮助[12]。本研究指情感支持、专业支持和后勤支持,
情感支持主要指父母的理解、带教老师的信任与肯

定、同伴间的鼓励支持等,专业支持是指从医院、科
室、带教老师等处可获得的专业指导,后勤支持主要

指医疗物资的供应和后勤服务保障。支持可缓解实

习护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激反应、稳定情绪、
减少心理压力、增强其应对信心,提高实习护生的专

业应急准备。①情感支持。S10:“如果让我去救援,
开始可能会有些害怕,就要和小伙伴们相互鼓励、打
气,父母如果很理解、支持我,我会减少一些担心。”
S11:“在我完成一项操作后,带教老师会表扬我哪里

做得很好,我就特别开心,也会很有信心。”N6:“在去

支援的时候,我也有点害怕和担心,家人都很支持我,
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全心放在工作上。”②专业支持。
S9:“我希望学校和医院能够给我们多做这方面的培

训和演练,带教老师平时能讲得更多些。”N7:“刚参

与应急工作时,可能存在专业知识缺乏的现象,需要

不断进行培训和考核,实习护生更需要这方面的培

训。”N1:“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卫健委会不断将指导

方案传达下来,给予更专业和权威的指导,我们就很

定心了。”③后勤支持。N11:“刚有疫情时,医疗防护

用品并不充足,如果医疗物资能够及时供应,我们开

展工作会更顺利,也会更有信心。”N9:“我们去支援

的时候,医院把生活物资准备得很齐全,节省了不少

时间和精力。”N13:“医院会把最好的资源向新冠病

区工作人员倾斜,提供最新的新冠诊治指南,有问题

都能很快解决。”
3 讨论

3.1 提高护生应急态度的积极水平 应急态度是应

急知识和救援行为的基础,是应急准备的核心,积极

的应急态度能使护生做出积极的选择,从而影响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救援效果[13]。在面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时,实习护生往往会表现出害怕、焦虑、抑
郁、创伤应急障碍、应急能力不足等现象[7,14-15],而经

过心理急救培训的护生在应对灾害各个阶段时的应

急准备度得分均高于未培训的护生[16]。同时,护生

职业认同感越高,应急态度越积极,越有较强的信念

和责任感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治工作[17]。
由此可见,培训、演练和职业认同是应急态度的重要

影响因素,学校和医院应重视护生应急态度的培养,
积极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课程教育、培训、
情景演练以及职业认同培养,稳固专业思想,提高应

急意识,进而提高护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准

备度。
3.2 重视护生应急专业教育 应急护理教育是提高

护生应急准备和救援能力的重要途径。而目前护生

对应急相关知识掌握不足,需要进行系统性学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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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教育课程需求迫切[18]。研究显示,大规模伤亡

和灾害护理教育有利于发展护生临床思维能力,提高

其应急准备能力和参与救援意愿[19-20]。基于互动的、
模拟的、以护生为中心的教育或演练有利于对实习护

生应急准备的培养,因此学校和实习单位应积极地利

用信息技术,采用多种形式对护生开展相关培训和演

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准备内容作为护理专业

人员基础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作为一项长期战

略纳入高等教育课程,为未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

好护理专业人员准备。此外,也可将应急教育作为课

外或选修课程的一部分,面向其他保健专业或高等院

校普通学生,为未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准备更有能

力的劳动力。
3.3 给予实习护生更多的学业支持 学业支持感知

是护生在实习过程中感知来自学校和(或)学院、临床

带教教师、同学、实习监督教师提供的信息、情感等多

方面的支持。在实习护生面对突发应急事件时,在心

理、学业和实习工作等方面需要更多的支持来应对,
其感知到来自学校、医院、同学、教师的支持越高,越
能激发积极情绪,增强专业自信,能够更好地适应应

急工作。学校和医院应积极主动关注实习护生生活

学习情况,提供多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渠道,使护生

心理、专业及生活等方面的需求能够及时得到满足。
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临床带教老师多关注护

生心理和情绪变化,给予鼓励和专业支持,教会护生

寻求帮助和情绪宣泄的方法,鼓励同伴间多沟通学

习,稳定护生情绪,提高其自信心和应急能力。
4 小结

本研究通过深入访谈和扎根理论分析归纳出实

习护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准备度理论框架,包
含应急态度、应急专业准备、可获得支持3个核心范

畴和9个主范畴。护理人员应急准备度水平对应急

救援表现和结果有着重要影响,可通过教育、培训和

模拟演练提高实习护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准备

度。本研究的对象主要聚焦于实习护生,发展的实习

护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准备度理论框架是否适

合临床有待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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