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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护理人员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能力的内涵及现状,其主要能力有临床实践能力、学习与教育能力、心理抗压能力;总结

影响护理人员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能力的主要因素,包括个人因素(如性别、年龄、学历、参与培训的个人意愿等)、工作因素(如工

作满意度、工作年限、职业角色、是否参加培训演练、是否具备相关救援经历等)及组织因素(如医院级别和组织支持等);采用的评

估工具有葛森医院安全氛围量表、护士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能力调查问卷等。提出提升护理人员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能力的相

关策略,以期为提升护理人员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能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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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染病突发事件是指由传染病引起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由于其发生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等特点,不
仅会造成大量人员感染与伤亡,也会给国家经济带来

负面影响[1-2]。作为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的中坚力

量,护理人员在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中,承担着预检

分诊、消毒隔离、诊疗护理、质量控制和多学科协作交

流等工作,其防控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传染病突发事

件的防控效果[3-5]。了解护理人员传染病突发事件防

控能力现况,明确其薄弱环节和影响因素,是提升护

理人员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能力水平,完善我国传染

病突发事件防控体系的重要一环。本文对护理人员

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能力内涵及现状、影响因素和评

估工具进行综述,以期为提升护理人员传染病突发事

件防控能力提供参考。

1 护理人员应对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能力概
述
1.1 定义 目前暂无研究定义护理人员传染病突发

事件防控能力,本研究借用闵发胜[6]对军队院校传染

病防控能力的定义,将护理人员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

能力定义为护理人员预防传染病突发事件发生,并控

制其传播及影响的本领。
1.2 护理人员应对传染病突发事件需具备的防控能力

1.2.1 临床实践能力 临床实践能力强调护理人员

在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工作中对各种防控指南和政

策以及护理操作的执行情况。研究显示,护理人员临

床实践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得分较高的项目为掌

握环境的消毒方法[7-8]、正确处理医疗废物[7,9]、实施

手卫生[9-10]、使用个人防护装备[11]、动静脉穿刺和心

电监护技术[12];得分较低的项目为传染病“上报”[13]、
病情变化“监测”[13]、俯卧位通气技术[12]、连续性肾脏

替代疗法[12]、体外肺膜氧合[12]。提示护理人员在传

染病突发事件的防控工作中可能更注重患者的实际

护理细节和基础护理操作,但缺乏在病情监测和传染

病突发事件上报方面的重视,因为工作科室不同、时
间精力有限等原因对专科性较强的护理操作掌握度

也不够。提示在进行传染病突发事件相关培训时,要
侧重病情监测与传染病上报方面的内容。
1.2.2 学习与教育能力 学习与教育能力侧重于护

理人员对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相关知识的学习、掌握

与传播能力。研究表明,护理人员学习与教育能力处

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掌握较好的内容为国家公共卫

生预案中医务人员职责[7]、传染病的传播过程[9]、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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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病的预防控制原则[14];掌握欠缺的内容为传染病

感染谱[7-8]、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8]、中华人民

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条例[8]、定期参加传染病突发事件

的应急演练与培训[14]。提示护理人员在传染病突发

事件防控相关知识的学习中,更关注与自身防控工作

联系更为紧密的内容,如传染病传播过程和预防控制

原则,以及自己应承担的责任;而对于传染病或突发

事件相关条例和法规、传染病感染谱了解有所欠缺,
对传染病突发事件的应急演练与培训的参与度也不

够。提示护理管理者要加强护理人员对相关条例和

法规等内容的培训与学习,需定期开展多形式的传染

病突发事件相关培训与应急演练并动员护理人员参

加,提升其学习与教育能力。
1.2.3 心理抗压能力 心理抗压能力强调护理人员

在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工作中的自我心理调适能力。
研究显示,护理人员心理抗压能力处于中等偏下水

平[7,11-12,15],有待进一步提升。在传染病突发事件的

防控工作中,医务人员尽管知晓所承担的风险,其依

旧会担心自己及家人感染,护理人员存在恐惧、焦虑、
抑郁等心理应激反应。护理人员在传染病突发事件

的应对中,面临极大的心理压力,也存在着心理应激

反应,但牢记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对于传染病突发事

件的防控有着积极坚定的态度。

2 护理人员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能力的影响

因素

2.1 个人因素

2.1.1 人口学因素 研究表明,性别[8,10,12,16]、年
龄[17]和学历[5,7,10,13-14]可影响护理人员传染病突发

事件防控能力。有文献报道,男护士的防控能力得

分显著高于女性[12],可能与面对高强度的传染病突

发事件防控工作时,男护士具有较高的身体素质,在
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做出更及时、冷静的处置相关。
随着年龄的增长,护理人员防控能力逐渐增加,但
50岁以后,防控能力逐渐下降[10],可能是随着年龄

的增长,工作年限的增加,护理人员的实践经验逐渐

积累,防控能力逐渐增加,但50岁以后,身体机能下

降,在面对传染病突发事件高强度的救援工作时,可
能会有力不从心的情况。学历较高的护理人员具有

较高的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可能与具有更高

学历的护士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和更扎实的知识储备

有关[13]。
2.1.2 参与培训的个人意愿 护理人员参加传染病

突发事件培训的意愿越强,其应对能力得分越高[16]。
其原因可能是参加培训的意愿越强,自主学习的积极

性越高,培训学习的效果越好,能将培训所学知识更

好地应用到传染病突发事件的防控工作中。
2.2 工作因素

2.2.1 工作满意度 护士工作满意度越高,其传染

病突发事件防控能力得分越高[14]。可能是满意度高

的护理人员更乐于本职工作,良性的工作体验让其在

工作中更具有主观能动性,对自己更有信心,能够克

服工作中的困难与挑战[18]。
2.2.2 工作年限 高年资护士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

能力强于低年资护士[9-10,14,19],可能是低年资护士掌

握知识不够丰富,实践经验积累不够,而高年资护士

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临床知识和实践经验不断积

累,能更好地应对传染病突发事件。
2.2.3 职业角色 护理人员所在科室及职称会影响

其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能力。研究表明,不同科室护

理人员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能力不同,急诊科护士应

对能力最强[8-9],可能与急诊科收治患者面广、患者病

情复杂多变,急诊科护士需具备丰富的护理知识、技
能和应对经验有关。提示管理者在制定传染病突发

事件相关培训方案时,要考虑各临床科室的特点[20]。
职称越高的护理人员其防控能力越强[5,10,12],这可能

是职称越高的护理人员,其工作年限越长,积累的实

践经验越多,其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也越强,也更具

有批判性思维,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使他们能更全面地

应对传染病突发事件[21]。
2.2.4 培训演练经历 是否参加过传染病突发事件

应对培训或演练是防控能力的影响因素。护理人员

参加培训与演练次数越多其防控能力得分越高[16,22],
可能是针对性的培训与演练丰富了护理人员的理论

知识,熟悉了工作流程,也增长了实践经验,让护理人

员能够更加从容自信地进行传染病突发事件的应对

工作。提示医院管理层在平时需注重对护理人员进

行相关理论与技能培训,以提升其防控能力。
2.2.5 救援经历 是否具有传染病突发事件救援经

历是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9,12],
有过实战救援经历的护理人员积累了扎实的实践经

验,熟悉了相似情况下的应对措施,降低了对完全未

知突发情况的恐惧与担忧,能够更从容自信地投身于

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工作[23-24],所以其防控能力相对

于无救援经历的护士更强。
2.3 组织因素

2.3.1 医院等级 不同等级医院工作的护理人员其

防控能力不同,三级甲等医院护理人员防控能力最

强[8,10,12],可能是三甲医院相对而言技术能力最强,
是承担国家救援任务的主体,具有更丰富的救援经

验,其对护理人员的要求也最高;同时,三甲医院给予

护士培训演练和外出进修学习的机会也会较多,护理

人员具备更扎实的理论知识和更娴熟的操作技能。
2.3.2 组织支持 良好的组织支持能增强护理人员

疫情防控信心,提升其防控能力[25],认为自己在健康

和安全方面能得到组织支持的护理人员会更有可能

遵守感染防控的相关操作,更好地投身于传染病突发

事件的防控工作。

·721·护理学杂志2024年1月第39卷第2期



3 护理人员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能力的评估

工具

3.1 葛森医院安全氛围量表(Gershon
 

Hospital
 

Safe-
ty

 

Climate
 

Scale,HSCS) 由 Gershon等[26]编制而

成,主要针对医护人员血源性职业暴露的安全氛围进

行测评,包含管理支持、安全工作阻碍、反馈和培训、
清洁度和整洁度、冲突和沟通、个人防护设备和控制

设备的可用性6个维度共20个条目,采用Likert
 

5
级评分法,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计1~
5分。徐娜等[27]对该量表进行汉化,中文版量表包括

管理支持、安全工作阻碍、反馈和培训、清洁度和整洁

度、冲突和沟通5个维度21个条目。汉化版量表

Cronbach'
 

s
 

α系数为0.87,重测信度为0.84,量表条

目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CVI)为
 

0.90~
 

1.00,量表

水平的平均CVI为0.95。该量表主要评估护理人员

职业相关防护能力,可能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护理人

员传染病防控能力。
3.2 护士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能力调查问卷 由王

文慧等[28]于2021年编制,此问卷是在“护士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量表”[21]基础上修订而成。修

订后的问卷包括急救能力、防护能力和综合能力3个

维度共15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
1~5分分别表示“做得很差、做得差、做得一般、做得

好、做得很好”,得分越高表明能力越强。修订后的问

卷Cronbach'
 

s
 

α系数为
 

0.970,各维度Cronbach'
 

s
 

α
 

系数为0.906~0.944。该问卷主要针对疫情时期护

理人员传染病突发事件应急能力调查,用于一般时期

的调查时可能需要对问卷进行适当修订。
3.3 综合医院护士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能力调查表

 由李红等[12]参考相关文献,通过专家小组座谈法,
与参加过重大传染病疫情的临床专家讨论,经课题小

组研讨反复论证形成。调查表内容包括重大传染病

疫情应急知识(15个条目)、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技

能(8个条目)、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心理能力(7个条

目)3个维度30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
“做得很差”到“做得很好”依次计1~5分,得分越高

说明能力越强。问卷Cronbach'
 

s
 

α系数为0.942。
该问卷不仅考察护理人员对相关知识与技能的掌握,
也强调护理人员的心理抗压能力。
3.4 韩国感染控制护士埃博拉感染控制知识和意识

调查问卷 由Kim等[4]参考相关文献和指南编制而

成,问卷包含知识(20项条目)和意识(13项条目)2
个维度33个条目。知识维度采用判断题形式计分,
答案正确计1分,分数越高表示知识水平越高;意识

维度采用4分制计分,从“一点都不重要”到“非常重

要”分别计1~4分,分数越高表明意识水平越高。该

问卷主要侧重对护理人员知识和意识水平的调查,对
护理人员临床技能方面关注不够。

3.5 开放式调查问卷 由Speroni等[29]编制的开放

式调查问卷包含8个开放式问题,研究者采用此问卷

调查美国护士对埃博拉护理的看法(涉及护理人员对

埃博拉患者的看法,对相关指南和培训的看法,对埃

博拉护理的意见,影响埃博拉患者的负面因素等)。
开放式调查问卷可以收集到范围较宽泛的资料,可能

会探寻到特殊群体的意见和建议,有利于深入发现和

探索问题,但收集到的资料难以量化,要求研究者有

较强的资料分析和统计分析能力[30]。

4 护理人员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能力提升策略
为提升护理人员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能力,需要

加强相关培训。对于低学历、低年资和无相关传染病

突发事件应对经历的护理人员,因为其积累的相关知

识、工作经验和实战经验的不足,传染病突发事件防

控能力相对较低,此类人员是主要的培训对象[17]。
培训内容除临床实践技能和相关理论知识外,还应注

意培养护理人员的自主学习能力,将所学知识运用于

临床,并将其传播能力,心理抗压能力以及职业热情

和职业认同感。除应急演练培训外,培训形式还可以

包括但不限于专题讲座、微课、网络平台授课、情景演

练、视频和图片等手段[31],与时俱进的多样化培训手

段有利于激发护士的学习兴趣,提升培训效果。培训

后应及时对护理人员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能力进行

评价,以评估培训效果,也可根据护理人员的反馈及

时调整培训方案。同时,也应关注护理人员对当前工

作环境和科室氛围的满意程度,在开展培训的同时也

可组织团建活动,增加护理人员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

幸福感。

5 小结
护理人员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能力处于中等水

平,临床实践能力和相关知识的掌握较好,心理抗压

能力还有待加强。性别、年龄、学历、个人意愿、工作

满意度、工作年限、职业角色、是否参加培训演练、是
否具备相关救援经历、医院级别和组织支持是护理人

员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能力影响因素。对护理人员

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能力的调查大多采用自制问卷,
涉及能力调查的条目侧重于传染病突发事件发生后

的应对能力,强调护理人员的临床实践能力和对相关

知识的掌握,而对于护理人员的领导与管理能力、质
量改进与研究能力关注度不够。因此,需编制具有良

好信效度的问卷或量表来调查护理人员传染病突发

事件防控能力现况及其影响因素,后续研究者也可构

建护理人员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能力指标体系指导

护理人员防控能力的培训,以此提升护理人员传染病

突发事件防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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