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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建立骨科专科护士核心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方法
"

采用德尔菲法对我国重庆&北京&江苏等地
%$

所三级甲

等综合性医院
)!

名专家进行
)

轮函询!确定骨科专科护士核心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各级指标和权重$结果
"

最终确立的骨科专

科护士核心能力评价指标包括
2

个一级指标&

$2

个二级指标&

"%

个三级指标$专家咨询的权威系数为
(*0))

!熟悉程度系数为

(*"'2

!判断依据系数为
(*0"%

$一级&二级&三级指标的协调系数分别为
(*)'(

&

(*)%2

&

(*)(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

论
"

骨科专科护士核心能力各级评价指标专家意见集中!研究结果客观&科学!为骨科专科护士的培养&考核和评价提供了可量化

的依据$

%关键词&

"

骨科%核心能力%评价指标%专科护士%德尔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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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护士会!

7̀5

"于
%(()

年首次提出通科护士核心能力

框架$

%(('

年在此基础上又制订了专科护士的核心能力框架$

其后国外先后开展了通科和专科护士核心能力的相关研究&

$

'

#

我国卫生部也于
%(("

年针对临床护理技术性较强的
!

个专科

护理领域!

7̀4

(急诊(手术室(器官移植(肿瘤"$研究制定了

,专科护理领域护士培训大纲-

&

%

'

#近年来急诊(手术室(肿瘤(

儿科等专科护士核心能力评价体系已被我国学者广泛研

究&

$

$

)9&

'

$但国内还未见骨科专科护士核心能力评价体系的研

究#骨科患者病种多样化$急诊多(创伤多$受伤原因多样$损

伤程度复杂$常合并多发伤(复合伤&

"

'

$同时近年来人们不仅对

骨科诊疗水平的期望值逐渐提高$而且更加看重骨科疾病康复

与远期功能训练&

0

'

#因此$培养高水平的骨科专科护士显得尤

为必要$而专科护士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对核心能力的掌握上#

本课题在回顾国内外护士核心能力指标体系构建的相关文献及

骨科护理理论指导原则下$构建了骨科专科护士核心能力评价

指标体系$旨在为骨科专科护士的培训(考核(评价提供参考#

!

"

资料与方法

!*!

"

形成评价指标体系草案
"

本课题研究小组共
!

人$其中

研究生导师
$

人$骨科护士长
$

人$骨科医生
$

人$研究生
$

人$统计学专家
$

人$其主要任务是编制咨询表(选择专家(对

专家意见进行归纳和分析等#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对
!

位骨科护理与医疗专家&年龄!

2&*%-2*$

"岁$工作年限

!

%&*0-2*2

"年$职称均在副高级以上$领域涉及骨科临床护

理(骨科护理管理(骨科医疗'采取开放式问卷访谈后$初步形

成了骨科专科护士核心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草案框架#

!*$

"

德尔菲专家咨询

!*$*!

"

专家选择的标准和数量
"

课题组拟定的专家选择标

准*本科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职称$在三级甲等医院从事骨

科护理(骨科医疗(护理管理工作
$(

年以上$愿意接受函询并

保证持续参加本研究#共选取了重庆(北京(浙江(江苏(四川(

湖南(陕西
%$

所三级甲等医院的
)!

名专家参与研究$参与问

卷咨询的专家均在骨科临床护理(护理管理及医疗领域有丰富

的经验$熟悉本专业的要求(现状及发展趋势#

!*$*$

"

专家咨询表的设计
"

根据骨科专科护士核心能力评价

指标体系的草案$设计专家咨询表#包括以下
"

部分*第
$

部

分为前言$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专家的重要性(问卷回寄

时间(填写说明等%第
%

部分为专家的基本情况%第
)

部分为骨

科专科护士核心能力评价指标项目内容界定参考$包括
!

个一

级指标(

$2

个二级指标(

"&

个三级指标%第
2

部分为骨科专科

护士核心能力评价指标咨询表$是专家咨询表的主体$各级指

标的重要性采用
.OG>FL!

级计分法!很重要为
!

分$重要为
2

分$一般重要为
)

分$不重要为
%

分$很不重要为
$

分"%第
!

部

分为专家的判断依据与熟悉程度%第
&

部分为两两指标比较判

断矩阵$各级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比较%第
"

部分为专家的建议#

&0&2

重庆医学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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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

"

专家咨询的实施过程
"

%($!

年
)

!

0

月由研究者当面

或
89T<O?

方式向专家发放并回收问卷$共进行了
)

轮咨询#

在每轮咨询表收回之后$根据专家意见$删减(增加和修改条目

并整理分析$其后再进行下一轮专家函询#对有疑问的条目采

用电话询问专家或当面与专家咨询讨论予以确认#在各级指

标确定后$再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A>?

表格进行数据录入(整理$

+,++$'*(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算出各级指标的均数(

标准差(变异系数(权重系数及协调系数$运用专家对指标的熟

悉程度(集中程度(协调系数对专家函询的可靠性进行检验#

$

"

结
""

果

$*!

"

专家的一般资料
"

本研究选取的
)!

名专家来自重庆(北

京(浙江(江苏(四川(湖南(陕西的
%$

所三级甲等医院$专家的

基本情况见表
$

#

表
$

""

专家基本情况!

%e)!

#

项目 人数!

%

" 构成比!

b

"

年龄!岁"

"

)%

!

)" " %(*(

"

2$

!

2' %) &!*"

"

!(

!

!% ! $2*)

学历

"

本科
%! "$*2

"

硕士
) 0*&

"

博士
! $2*)

"

博士后
% !*"

工作领域

"

临床护理
%! "$*2

"

护理管理
) 0*&

"

临床医疗
" %(*(

职称

"

中级
$% )2*)

"

副高级
$& 2!*"

"

正高级
" %(*(

工作年限!年"

"

$$

!

$! " %(*(

"

%$

!

%' $' !2*)

"

)(

!

)) 0 %%*'

$*$

"

专家的积极性(权威性及专家意见集中程度(协调程度情

况
"

专家的积极性用函询表的回收率来表示$本研究共发出
)

轮函询$第
$

轮函询回收率为
'2*)b

!发放
)!

份$回收
))

份"$

第
%

轮回收率为
'"*(b

!发放
))

份$回收
)%

份"$第
)

轮回收

率为
'(*&b

!发放
)%

份$回收
%'

份"%共有
$!

名专家!

2&*'b

"

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专家的权威性用权威系数!

7F

"表示$

7F

一般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专家对问题的熟悉程度$用熟悉程

度系数!

7I

"表示%二是专家对方案进行判断的依据$可以用判

断系数!

7<

"表示#这两项指标值的获得以专家自我评价为

主#本研究中函询专家的
7I

为
(*"'2

$

7<

为
(*0"%

$计算出
7F

为
(*0))

$均大于
(*"((

#专家咨询的一级(二级(三级指标的

协调系数分别为
(*)'(

(

(*)%2

(

(*)(0

$见表
%

#专家意见集中

程度用各级指标重要性赋值的均数(标准差(变异系数来表示$

见表
)

#

表
%

""

专家咨询的协调系数

指标 协调系数 自由度
!

%

$

一级指标
(*)'( ) )"*2%0 (*(((

二级指标
(*)%2 $) $)2*"0& (*(((

三级指标
(*)(0 "$ &''*"$( (*(((

$*"

"

专家咨询的结果
"

经过
)

轮专家函询后$最终建立起一

级指标
2

个(二级指标
$2

个(三级指标
"%

个的骨科专科护士

核心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

#

表
)

""

骨科专科护士核心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专家咨询结果

指标 指标名称 均数
-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权重

$

9$

理论知识
2*"$'-(*2!" (*('" (*%&(

"%

9$

骨科基础知识
2*!((-(*!&0 (*$%& (*%($

""#

9$

临床骨科解剖
2*2&'-(*!&" (*$%" (*%&$

""#

9%

骨科相关查体
2*()$-(*0&$ (*%$2 (*%(&

""#

9)

骨科常见病的影像表现
)*"!(-(*"&% (*%() (*$)!

""#

92

骨科常用治疗技术
2*)22-(*"($ (*$&$ (*%!&

""#

9!

骨科相关实验室检验指标
2*(((-(*&"% (*$&0 (*$2%

"%

9%

骨科常见病基础知识及护理
2*"!(-(*22( (*(') (*%2%

""#

9&

四肢损伤
2*"!(-(*22( (*(') (*$$!

""#

9"

骨盆损伤
2*"!(-(*22( (*(') (*$%!

""#

90

手外伤
2*)22-(*"0" (*$0$ (*('!

""#

9'

脊柱脊髓损伤
2*&!&-(*20) (*$(2 (*$&&

""#

9$(

脊柱退变性疾病
2*2&'-(*&%$ (*$)' (*(00

""#

9$$

脊柱畸形
2*%0$-(*""% (*$0( (*(0)

""#

9$%

非化脓性关节炎
2*)$%-(*")0 (*$"$ (*("%

""#

9$)

骨与关节感染和结核
2*)$%-(*&') (*$&$ (*(0$

""#

9$2

骨与软组织肿瘤
2*$!&-(*"&" (*$0! (*("%

""#

9$!

骨与软骨发育及代谢性疾病
)*'&'-(*')) (*%)! (*(!%

""#

9$&

先天性疾患
)*0$%-(*')$ (*%22 (*(!%

"%

9)

骨科常见并发症管理
2*022-(*)&' (*("& (*%2$

""#

9$"

脂肪栓塞综合征
2*0"!-(*2%$ (*(0& (*$22

""#

9$0

创伤后呼吸窘迫综合征
2*022-(*)&' (*("& (*$&!

""#

9$'

创伤性休克
!*(((-(*((( (*((( (*$0!

""#

9%(

肺部感染及呼吸衰竭
2*'(&-(*%'& (*(&( (*$!!

""#

9%$

静脉血栓栓塞症
2*')"-(*%2& (*(!( (*$&(

""#

9%%

压疮及伤口感染
2*'(&-(*%'& (*(&( (*$('

""#

9%)

尿路感染
2*"0$-(*!!) (*$$& (*(0$

"%

92

围术期管理
2*')"-(*%2& (*(!( (*)$&

""#

9%2

高龄患者管理
2*0"!-(*))& (*(&' (*$')

""#

9%!

营养支持及胃肠道管理
2*&0"-(*2"$ (*$(( (*$0&

""#

9%&

疼痛管理
2*022-(*)&' (*("& (*$'2

""#

9%"

心理护理
2*!'2-(*!&( (*$%% (*$))

""#

9%0

健康教育(康复指导
2*0$%-(*2"$ (*('0 (*$22

""#

9%'

合并基础疾病的管理
2*&0"-(*!'% (*$%& (*$2'

$

9%

专业技能
2*0"!-(*))& (*(&' (*%0!

"%

9!

骨科护理评估技术
2*"!(-(*!(0 (*$(" (*!$"

""#

9)(

患肢末梢血循(感觉(活动的评估
2*'(&-(*%'& (*(&( (*$0'

""#

9)$

神经功能的评估
2*&%!-(*&(' (*$)% (*$0(

""#

9)%

患肢肿胀程度的评估
2*022-(*!$! (*$(& (*$")

""#

9))

关节活动度的评估
2*!((-(*02% (*$0" (*$)!

""#

9)2

石膏(牵引(夹板的评估
2*0$%-(*)'" (*(0% (*$!"

"0&2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22

卷第
))

期



续表
)

""

骨科专科护士核心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专家咨询结果

指标 指标名称 均数
-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权重

""#

9)!

跌倒!坠床"风险的评估
2*'&'-(*$"" (*()& (*$&!

"%

9&

骨科专科护理操作技术
2*'(&-(*%'& (*(&( (*20)

""#

9)&

体位护理
2*0"!-(*))& (*(&' (*$$)

""#

9)"

搬运术
2*"0$-(*2%( (*(00 (*$$"

""#

9)0

翻身术
2*"0$-(*2%( (*(00 (*$$(

""#

9)'

功能锻炼
2*"!(-(*!&0 (*$%( (*$2(

""#

92(

牵引的护理
2*&0"-(*!'% (*$%& (*$)!

""#

92$

外固定架的护理
2*!)$-(*&"$ (*$20 (*$)$

""#

92%

负压封闭引流!

;+/

"的护理
2*!'2-(*&&! (*$2! (*$)0

""#

92)

骨科康复器具的使用
2*!)$-(*&"$ (*$20 (*$$"

$

9)

综合实践能力
2*0"!-(*))& (*(&' (*)%)

"%

9"

综合护理能力
2*"$'-(*!%) (*$$$ (*))'

""#

922

护理程序的运用
2*&!&-(*20) (*$(2 (*$"(

""#

92!

理论与技能的有机结合
2*&%!-(*&(' (*$)% (*$')

""#

92&

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
2*&!&-(*20) (*$(2 (*$00

""#

92"

责任心(慎独性(三查七对
2*"!(-(*!(0 (*$(" (*%'"

""#

920

循证护理的实践
2*2)"-(*"!' (*$"$ (*$!%

"%

90

沟通协调能力
2*&!&-(*!2! (*$$" (*%%&

""#

92'

有效的护患沟通
2*&!&-(*20) (*$(2 (*!")

""#

9!(

协调配合能力
2*!((-(*&"% (*$2' (*2%"

"%

9'

评判性思维能力
2*&%!-(*2'% (*$(& (*)$!

""#

9!$

预见性思维
2*"0$-(*2'$ (*$() (*%0"

""#

9!%

应急反应能力
2*0"!-(*2%$ (*(0& (*)($

""#

9!)

分析判断能力
2*"!(-(*!(0 (*$(" (*%)(

""#

9!2

决策能力
2*!&%-(*&$' (*$)& (*$0%

"%

9$(

管理能力
2*$%!-(*&&( (*$&( (*$%$

""#

9!!

计划能力
2*2(&-(*&&! (*$!$ (*)"&

""#

9!&

组织能力
2*%$'-(*&(0 (*$22 (*%'&

""#

9!"

监督指导
2*$0"-(*&') (*$&! (*)%"

$

92

专业发展能力
2*%$'-(*&(0 (*$22 (*$)$

"%

9$$

学习能力
2*!&%-(*!(2 (*$$( (*2%&

""#

9!0

掌握学术前沿动态
2*)22-(*&(% (*$)0 (*)"(

""#

9!'

学习新理念新知识
2*2&'-(*&%$ (*$)' (*)"&

""#

9&(

学术交流
2*$%!-(*"(" (*$"$ (*%!2

"%

9$%

教学能力
2*$0"-(*2"$ (*$$% (*%%!

""#

9&$

课堂教学
2*$!&-(*&"" (*$&) (*%$(

""#

9&%

技能培训
2*)22-(*&!) (*$!( (*%0&

""#

9&)

临床带教
2*2(&-(*&$! (*$)' (*%"2

""#

9&2

教学查房
2*)"!-(*&&( (*$!$ (*%)$

"%

9$)

科研能力
2*(((-(*"$0 (*$"' (*$&%

""#

9&!

专业论文
2*()$-(*0%% (*%(2 (*)0!

""#

9&&

科研项目
)*'(&-(*0') (*%%' (*%0(

""#

9&"

新技术新业务
2*$0"-(*0%$ (*$'& (*))!

"%

9$2

职业规划能力
2*()$-(*0&$ (*%$2 (*$00

""#

9&0

自我能力认知
2*%$'-(*"!$ (*$"0 (*%("

""#

9&'

职业定位
2*$!&-(*!"2 (*$)0 (*$&&

""#

9"(

职业目标设定
2*$!&-(*0(0 (*$'2 (*$02

""#

9"$

职业通道设计
2*(((-(*"$0 (*$0( (*$!$

""#

9"%

实际行动
2*)$%-(*&22 (*$2' (*%'%

"

"

讨
""

论

"*!

"

构建骨科专科护士核心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意义
"

专科

护士最早由美国提出并实施$最初是由部分医院通过对护士进

行短期培训$使之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

'

'

#核心能力是指从事

某项工作必须具备的综合能力$自
,F<K<?<#

等&

$(

'提出后$于

%$

世纪初才被应用于医院管理之中$并逐渐出现专科护士核

心能力研究的报道#我国卫生部在,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

要!

%($$

!

%($!

年"-中明确指出$争取要在
%($!

年前全国建

立
2(

个国家级专科护理培训基地$并要求在各省建立省级专

科护理培训基地$但我国专科护士的培养和使用仍处于起步阶

段$涉及的领域仅局限于
7̀4

(急诊(血透(糖尿病等少数专科

领域&

$$

'

#关于骨科护士的培训研究报道也较少$同时尚未形

成系统的(科学的骨科护士评价指标体系&

$%9$)

'

#本课题的实

施是为护理管理者在培训(考核和评价骨科专科护士时$提供

全面(客观(合理及可量化的依据和标准$同时促进了骨科护理

朝着更加专业化和精细化发展#

"*$

"

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

一项研究结果是否科学$

主要看研究设计是否合理$研究方法选择是否正确#本研究以

骨科护理理论指导原则为基础$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研究及对

骨科医疗及护理专家进行深度交流后$形成了骨科专科护士核

心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草案$采用目前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中应

用最广泛的德尔菲法对指标进行删减(增加和修改$再计算指

标的均数(标准差(变异系数$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级指标的

权重$减少了经验赋值的随意性#其研究设计合理$研究方法

选择恰当$因此研究具有较高的科学性#

对参与咨询的专家资料及评价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后发

现*!

$

"本研究所遴选的专家来自全国
"

个不同地域的
%$

所三

级甲等医院$有一定地域广泛性#!

%

"专家工作的领域涉及骨

科临床护理(骨科护理管理及医疗$且工作年限长(职称高$在

对研究指标的判读是建立在丰富的理论基础知识和扎实的实

践经验之上的$能从多角度(全面地把握指标体系的内容#!

)

"

)

轮问卷的回收率均在
'(*(b

以上$在第
$

轮问卷中有
$%

位

专家对课题研究内容提出了修改意见$在第
%

轮中有
0

位专家

对课题研究内容提出了修改意见$这充分说明专家对本研究有

浓厚的兴趣和关注程度#!

2

"专家的权威系数大于
(*"((

$各

级指标重要性赋值的均数均大于
)*!((

$标准差变化值较小$

专家对一级(二级(三级指标的协调系数均大于
(*%!(

$说明专

家对各级指标的意见集中$且协调程度好#本研究所建构的骨

科专科指标评价体系具有很好的客观性和较高的可靠性#

"*"

"

主要评价指标的分析
"

本研究通过
)

轮专家咨询$最终

建立了骨科专科护士核心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结果显示*在评

价体系中$一级指标有
2

个$包括理论知识(专业技能(综合实

践能力(专业发展能力$其中权重值居于首位的是综合实践能

力!

(*)%)

"$其次是专业技能!

(*%0!

"(理论知识!

(*%&(

"$这
)

项加在一起已经达到了
(*0&0

$说明专家们非常重视实践能

力$认为将掌握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融合应用于临床实践中

才是骨科专科护士最重要的#而居于最后的是专业发展能力

!

(*$)$

"$说明专家们认为专业发展能力可根据个人能力来适

当发展$而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与目前国内职称等评价体系恰

好相反$国内职称等评价体系把论文(科研等专业发展能力放

到了评价极其重要的位置#在理论知识的
2

个二级指标中$权

重值居于首位的是围术期管理!

(*)$&

"$对于骨科患者来说手

术是其主要的治疗手段$在骨科手术技术日益更新的今天$围

术期的疼痛管理(健康教育(康复指导(心理护理(血糖和血压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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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等知识是骨科专科护士每天都需要运用到每个骨科患者

的护理工作中的$是骨科护理中非常关键的部分#在专业技能

的
%

个二级指标中$骨科护理评估技术!

(*!$"

"和骨科专科护

理操作技术!

(*20)

"的权重是相当的#在综合实践能力的
2

个

二级指标中$权重值居于首位的是综合护理能力!

(*))'

"$其中

所包括的责任心(慎独性(三查七对(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理

论与技能的有机结合(护理程序的运用(循证护理的实践确实

都是护理实践中非常核心的部分$是护理实践过程中最常应用

的能力$是决定护理实践能力水平非常重要的因素#在专业发

展能力中$权重值居于首位的是学习能力!

(*2%&

"$专家们认为

通过不断学习来提高骨科临床护理能力从而适应骨科护理的

发展$才是骨科专科护士更需要的#

综上所述$本研究运用德尔菲法对
)!

名专家进行
)

轮咨

询$确立了
2

个一级指标(

$2

个二级指标(

"%

个三级指标的骨

科专科护士核心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各级评价指标专家的咨

询意见一致性好$结果客观(科学(可靠$可以为骨科专科护士

的培训(考核(评价提供可量化的参考依据#本研究对评价指

标体系没有进行实践应用$其实效性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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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杂志对运用统计学方法的有关要求

$*

统计学符号*按
[E))!0d$'0%

,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有关规定$统计学符号一律采用斜体#

%*

研究设计*应告知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方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或是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

!应告知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告知属于第几期

临床试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法应围绕
2

个基本原则!重复(随机(对照(均衡"概要说明$尤其要告知如何控制

重要非试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

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
!-"

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
B

!

HG

"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表

时$要合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上刻度

值的标法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
%(

$要清楚区分百分率和百分比#

2*

统计学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
f

计类型(资料所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

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
#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

具备的条件及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
!

% 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点图$选

用合适的回归类型$不应盲目套用简单直线回归分析%对于具有重复实验数据检验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对于多

因素(多指标资料$要在一元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

在联系做出全面(合理的解释和评价#

!*

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应写明采用统计学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
#

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

差分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
4

检验等"$统计量的具体质!如*

#e)*2!

$

&

%

e2*&0

$

&e&*"'

等"%在用不等式表示
$

值的

情况下$一般情况下选用
$

$

(*(!

(

$

#

(*(!

和
$

#

(*($)

种表达方式$无须再细分为
$

#

(*(($

或
$

#

(*((($

#当涉及总

体参数!如总体均数(总体率"时$再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应再给出
'!b

可信区间!

EI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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