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郑亚平"

%686\

#%护士%硕士%主要从事临床护理工作&

!

%

!

通讯作者%

[<TCOI

*

JFLL

X

1

E

@

%

%32!&MT

&

&卫生管理&

!!

LMO

*

%0!2636

'

]

!OPPD!%3;%<8278!*0%3!0%!073

信息支持在国内护理领域的应用研究及文献分析

郑亚平%

!顾艳荭*

%

"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苏州九龙医院肿瘤科
!

*%1000

'

*!

上海健康医学院护理学院
!

*00*2;

#

!!

!中图分类号$

!

:7;

!文献标识码$

!

Q

!文章编号$

!

%3;%<8278

"

*0%3

#

0%<0%*6<07

!!

信息支持是社会支持的一种形式%指为处于应激状态下的

个体提供指导!建议和咨询(

%

)

&信息支持能有效减少患者的疾

病不确定感(

*<2

)

%缓冲负性情绪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7

)

%减轻人们

对压力的感受(

1

)

%积极配合医疗护理行为(

3

)

&本文利用中国知

网!万方和维普
2

个数据库检索
*002

年
%

月至
*0%2

年
%0

月

的-信息支持.文献
%**

篇%从文献的年代分布!期刊分布!文献

地区分布!基金!研究类型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了解我国信息

支持研究的现状%以期能对国内信息支持研究的发展!普及和

完善有所促进&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基于中国知网!万方和维普
2

个数据库%检索

时间从
*002

年
%

月至
*0%2

年
%0

月所有医药卫生类期刊中关

于信息支持的护理文献&纳入标准*与信息支持有关的护理专

业文献&排除标准*与本研究无关$无法找到链接获取全文$重

复发表的文章%选取质量较高的文章%学位论文与期刊文章重

复时选取期刊文章&

#!!

!

方法
!

为了全面检索到相关文献%以-信息支持.

d

-护

理.为检索词检索文献%在中国知网中输入目标文献特征为-主

题
d

并含.%检出文献
220

篇$在万方高级检索中选定-全部字

段
d

全部字段.为检索策略%检出文献
60

篇$在维普期刊数据

库中检索策略为-题名或关键词
d

任意字段.%检出文献
67

篇&

根据题目!来源和作者初筛重复文献%再按纳入标准和排除标

准确定最终进入分析的文献&

#!"

!

统计学处理
!

将文献导入到
SMHF[b

W

JFPP

软件中建立文

献评阅数据库%包括年份!期刊分布!文献地区分布!基金!研究

类型进行文献计量分析%采用内容分析法对纳入文献中出现的

关键词进行编码%提炼主题词%然后归纳汇总形成主题&本文

主要采用
SMHF[b

W

JFPP

!

[b&FI

!手工处理等方式进行文献分析&

!

!

结
!!

果

!!#

!

论文年代分布
!

*002

!

*0%2

年国内以信息支持为主题

的护理文献共
%**

篇%按年代分布见图
%

&由于文献检索时间

截止至
*0%2

年
%0

月份%因此
*0%2

年的文献量出现下降趋势&

由图
%

可知%以信息支持为研究主题的文献自
*002

年以来一

直处于上升趋势%由
*002

年的
%

篇增加至
*0%*

年的
*1

篇&

尤其从
*006

年开始%信息支持的发文量明显增多%文献计量分

析表明关于信息支持的研究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

!!!

!

收录期刊情况
!

除去
7

篇学位论文%收录期刊共
31

种%

收录文献较多的是/中华现代护理杂志0!/护理研究0!/护理学

杂志0等护理核心杂志%其中有
3%

篇刊载在
%2

种期刊上%这

%2

种期刊的载文量为
10!0*9

%可视为信息支持研究的主要期

刊%见表
%

&布拉德福定律称刊载论文总数占该学科领域
%

'

2

的期刊为该学科的核心期刊%照此定律%有
72

篇文献发表在
;

种核心期刊上&

图
%

!!

*002

!

*0%2

年国内信息支持相关护理

研究文献年代分布情况

!!"

!

文献基金资助情况
!

以信息支持为研究主题的基金资助

文献总计
%7

篇%占文献总数的
%%!7;9

%见表
*

&其中
*002

年

有
%

篇基金资助%

*0%0

年有
*

篇基金资助%

*0%%

年有
1

篇基金

资助%

*0%*

年有
2

篇基金资助%

*0%2

年有
2

篇基金资助&

表
%

!!

收录文献排在前
1

位的护理类杂志"

"5%**

#

杂志 收录文献数量"

"

# 占比"

9

#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0 8!*0

护理研究
6 ;!28

护理学杂志
3 7!6*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3 7!6*

国际护理学杂志
7 2!*8

护理实践与研究
7 2!*8

齐鲁护理杂志
7 2!*8

中华护理杂志
2 *!73

中国临床康复
2 *!73

中国医药指南
2 *!73

全科护理
2 *!73

国际医药卫生导报
2 *!73

护理与康复
2 *!73

!!A

!

文献研究类型
!

%**

篇文献中以临床试验为主%其中

32!%%9

为随机对照试验"

:-,

#%

%8!819

为类实验性研究%

6!0*9

为经验总结%

3!139

为调查报告%

%!379

为综述%

0!8*9

为质性研究%见表
2

&

!!H

!

文献的地区分布
!

%**

篇文献来自全国
*1

个省市%浙

江!广东!四川!山东及北京等
1

个省市发文量均在
%0

篇以上%

占文献刊载总数的
109

以上%是国内信息支持研究的核心地

区%见表
7

&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山东!广东!江苏!浙江!天

6*%

重庆医学
*0%3

年
%

月第
71

卷第
%

期



津!上海及北京等
;

个省市共发文
32

篇%占文献刊载总数的

1%!379

&而经济欠发达地区除四川!湖南!河南!广西!湖北!

黑龙江
3

个地区发文
70

篇%占文献刊载总数的
2*!;69

外%陕

西!辽宁!安徽!吉林!重庆!云南!新疆!山西!宁夏!江西!河北!

广州
%*

个地区发文仅
%6

篇%占文献刊载总数的
%1!1;9

&说

明信息支持方面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各地的普及及重视程

度存在较大的差距%经济较发达地区在这方面的研究处于领先

地位%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需转变观念%加

强学习%上级卫生主管部门的重视和正确引导是促进信息支持

相关护理科研的动力&

表
*

!!

收录文献基金资助情况"

"5%**

#

基金来源 收录文献数量"

"

# 占比"

9

#

教育部
% 0!8*

国自然
% 0!8*

省级
3 7!6*

市级
* %!37

校级
% 0!8*

院级
% 0!8*

北京希望马拉松专项基金
% 0!8*

美国中华医学会
-4Q

资助
% 0!8*

无
%08 88!12

表
2

!!

信息支持护理文献研究类型

文献类型 文献量"

"

# 百分比"

9

#

:-, ;; 32!%%

类实验性研究
*2 %8!81

经验总结
%% 6!0*

调查报告
8 3!13

综述
* %!37

质性研究
% 0!8*

表
7

!!

信息支持护理文献地区分布

序号 省市 文献量"

"

# 占比"

9

# 序号 省市 文献量"

"

# 占比"

9

#

%

浙江
%; %2!62 %7

辽宁
2 *!73

*

广东
%7 %%!78 %1

安徽
2 *!73

2

四川
%* 6!87 %3

吉林
* %!37

7

山东
%0 8!*0 %;

重庆
% 0!8*

1

北京
%0 8!*0 %8

云南
% 0!8*

3

江苏
; 1!;7 %6

新疆
% 0!8*

;

湖南
; 1!;7 *0

天津
% 0!8*

8

河南
3 7!6* *%

山西
% 0!8*

6

广西
3 7!6* **

宁夏
% 0!8*

%0

湖北
1 7!%0 *2

江西
% 0!8*

%%

上海
7 2!*8 *7

河北
% 0!8*

%*

黑龙江
7 2!*8 *1

广州
% 0!8*

%2

陕西
2 *!73

!!I

!

文献的研究领域
!

我国对信息支持的研究侧重点单一%

对信息支持的深层次研究存在不足&发表文献的研究领域见

表
1

&

表
1

!!

发表文献的研究领域

研究领域 文献量"

"

# 占比"

9

#

信息支持的作用
%%% 60!68

信息支持的需求调查
8 3!13

信息支持的现状分析
* %!37

信息支持系统的构建
% 0!8*

!!J

!

信息支持的形式

!!J!#

!

口头交流
!

口头传播信息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方

式%护士在护理患者的同时与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可以观察

到患者的反应%确定患者是否获取到信息%也可以根据患者的

反馈及时对相关问题进行补充阐述%有助于改善护患关系%提

高患者满意度%同时口头交流可以根据患者的需求给予个性化

信息支持%因而成为护理人员首选的信息支持形式&

!!J!!

!

文字材料
!

临床工作中常将疾病和治疗相关的知识以

文字的形式制成健康手册发放给患者%便于患者随身携带%随

时翻阅&文化程度较低的患者%获取信息的能力较弱%更倾向

于向医护人员获取信息支持%因此在制作文字材料时避免使用

专业术语%要以浅显易懂的文字向患者提供信息&

!!J!"

!

多媒体的运用
!

通过观看宣教录像!相关知识的
((,

展示等%加深患者的感官认识%使其对信息支持的内容更易理

解&尤其是视频资料%患者可以下载后随时随地!多次观看%强

化信息支持内容&

!!J!A

!

实地参观
!

向患者介绍病室环境!病室的人员配备%治

疗过程中用到的设施及可能出现的情况%缓解患者的紧张情

绪%提高患者对疾病及治疗知识的熟悉程度%增强患者治疗的

信心&

!!J!H

!

病友联谊会'榜样教育
!

组织患者和家属与治疗效果

较好的病友进行交流讨论%学习他们的抗病经验%给予患者疾

病!治疗!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指导%纠正患者的错误认知%增强

患者的治疗信心%并建立病友联系卡%便于患者之间相互联系

和相互鼓励(

;

)

&

!!J!I

!

信息交流袋的使用
!

在患者床边放置信息交流袋%袋

中装有
%

本抄写本和
%

支笔&在患者入院当天介绍信息交流

袋使用的方法和目的%患者可以将自己希望获得信息支持的形

式和内容记录在交流本上%如想通过图片!录像!手册等了解疾

病及治疗信息!或者与病友!主管医生'护士沟通交流%患者可

以自由表达内心的需求&护士或研究者于每天
6

*

00

!

%1

*

00

收

集信息交流袋的内容%并根据内容进行针对性的信息支持%满

足不同患者的内心需求(

8

)

&

!!J!J

!

通讯设备
!

电话咨询!短信提醒及
hh

聊天工具等成

为信息支持的重要手段&电话咨询是一种经济!快捷!实用且

患者易于接受的信息支持方式%是将信息支持延伸到院外的有

效手段%对于进一步满足患者信息需求!反馈患者信息!提高患

者自我护理能力起到积极作用(

6

)

&我国是手机销量大国%手机

使用非常普遍%信息发送者只需输入发送对象的手机号码%编

写发送内容%操作简单方便%既满足信息支持需求又节约人力

资源(

%0

)

&

hh

是一个基于互联网的收发及时!功能较全的信息

交流平台%具有及时收发信息!文件共享!语音聊天等功能%是

我国目前最受欢迎的网络聊天工具及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

02%

重庆医学
*0%3

年
%

月第
71

卷第
%

期



径&建立互助网络
hh

群%患者可以在治疗全程中通过
hh

分

享科普知识!治疗的心得体会%随时倾诉不愉快的感受%缓解

压力(

%%

)

&

!!J!K

!

网络平台
!

网络为患者提供一个搜索疾病相关信息的

重要途径%在现实生活中%医务人员工作繁忙%与患者面对面交

流的机会较少%有些患者由于疾病导致身体虚弱!路途遥远或

工作和家庭的负担%常不能参加传统的支持干预活动%网络支

持能让患者在家就可获得
*7+

的信息支持%打破了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

%*

)

&

!!K

!

信息支持的内容

!!K!#

!

疾病知识
!

患者一旦患病需要立即进行治疗%没有足

够的时间了解自己的疾病%会对自己的病情产生错误的判断%

认为自己的情况非常严重(

%2

)

%因此信息支持必须要让患者对

自身的疾病树立正确的认知%通过介绍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

归%了解疾病的基本特点!并发症!危险因素及注意事项!目前

治疗的方法!治疗所带来的不良反应及处理措施等%让患者正

确认识并面对疾病%消除其对疾病的恐惧心理&

!!K!!

!

心理疏导
!

不良情绪与躯体症状之间存在交互作用%

缺乏情绪调节会导致生理调节功能的不足(

%7

)

&通过调节患者

的不良情绪!鼓励患者情感宣泄!说出内心的感受!勇敢面对患

病的现实!尽快走出痛苦的阴影%积极寻求解决的办法%配合医

护人员的治疗&同时争取患者家属!朋友及同事看望患者%使

其得到情感的慰藉%通过放松训练!深呼吸!书写日记等方式宣

泄不良情绪%做好减压管理&

!!K!"

!

用药指导
!

指导患者正确用药%避免不间断用药%药物

的使用必须严格遵从医嘱&告知患者药物使用的剂量!频次及

服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及如何应对%需长期服药的患

者需加强患者的依从性教育&

!!K!A

!

生活方式指导
!

良好的生活方式有助于疾病的治疗%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饮食!日常作息!运动锻炼是生活方式

的重要部分%不同疾病有不同的饮食要求%如高血压患者以低

热量!低脂及低盐为主%多食含钾丰富的蔬菜及水果%戒烟限

酒%控制体质量%因此给予饮食方面的指导时要注意患者自身

是否还有其他的基础疾病%不可一概而论&保持良好的睡眠习

惯%做到早睡早起%睡前不剧烈运动!不能过饱!可听一些柔和

的音乐帮助睡眠&平时要进行适度的锻炼%缓解疲劳%增强抵

抗力%改善情绪%促进食欲&患者在锻炼时要注意锻炼的强度!

时间!频次%以有氧运动为主%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如出现

任何不适现象应立即停止运动&

!!K!H

!

出院指导
!

治疗间歇期的患者或者治疗结束出院的患

者在出院前发放健康手册或口头告知患者和家属居家护理时

的注意事项%做好自我护理和病情监测%一旦出现情况应立即

与医院联系&

!!K!I

!

社会救助信息
!

经济问题是影响患者治疗的重要原因

之一%如急性白血病等重大疾病%给患者的家庭带来沉重的经

济负担%患者往往因为经济困难而放弃治疗&通过向患者提供

国家对特殊病种补贴政策的信息%提高患者治疗的信心和依

从性(

%1

)

&

"

!

讨
!!

论

"!#

!

信息支持科研文献呈上升趋势
!

由图
%

可知%以信息支

持为主题的护理文献自
*002

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由
*002

年仅发表
%

篇信息支持文献%到
*0%*

年增长至
*1

篇%信息支

持相关研究逐渐受到护理人员的关注&由表
*

可见%信息支持

的研究以省级以上基金资助为主%占基金资助文献总体的

1;!%79

$

*0%0

!

*0%2

年共有
%2

篇文献获得基金资助%占基金

资助文献总体的
6*!839

%可见近年来上级部门对信息支持相

关研究的重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信息支持的研究处于

蓬勃发展的上升阶段&

"!!

!

我国信息支持研究现存的问题

"!!!#

!

科研设计和方法有待加强%进一步提升研究质量
!

%**

篇文献中有
%00

篇为临床试验%占刊载论文总数的
8%!6;9

%

研究者提及为
:-,

的文献为
;;

篇%其中
11

篇仅提到随机分

组%没有阐述具体的方法%占所有
:-,

文献的
;%!729

$可见

护理领域的研究在科研设计方面的知识掌握不够扎实%虽然知

道
:-,

是检验干预效果的-金标准.%但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

对如何做到随机还是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在文献的书写过程

中也常常一笔带过%不加以详细的描述%这导致相关研究结果

的质量存在争议&此外文献分析发现%信息支持的研究以量性

研究占主体%缺乏质性研究或量性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文

献%缺乏对信息支持的深层探索和挖掘&因此%尚需规范与信

息支持有关的研究设计和研究思路%提升研究质量是护理研究

者今后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

"!!!!

!

信息支持相关研究在各地区发展不平衡
!

从表
7

信息

支持研究的地域分布不难发现信息支持的研究在我国尚处于

初步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较落后的中!西

部地区%陕西!辽宁!安徽!吉林!重庆!云南!新疆!山西!宁夏!

江西!河北!广州
%*

个地区发文仅
%6

篇%占文献刊载总数的

%1!1;9

%未在全国形成广泛的研究&只有在全国广泛开展信

息支持的研究%才能使该领域的研究更上一层楼%使相关研究

的文献质量和水平更上一个台阶&

"!"

!

信息支持研究在护理领域的展望

"!"!#

!

建立信息支持网络%为患者提供全程信息支持
!

信息

支持指有利于应激事件进行说明!理解和应对的支持&临床工

作中护理人员常采用口头交流!发放健康教育手册!病友交流

等形式积极地给予信息支持%但现有的信息支持常常局限于院

内&由于患者最常见的信息来源是临床医生和护士(

%3

)

%出院

后缺乏专业人员的指导%导致患者信息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

环境的变化也会导致患者出现不良情绪%影响其有效应对能

力&尤其是癌症患者的信息需求会随着治疗和疾病的进展而

发生变化(

%3

)

%仅仅依靠护理人员在住院期间提供的信息无法

满足患者不断变化的需要&医院应建立患者的信息支持系统%

在患者入院后将患者的年龄!性别!婚姻等一般人口特征及疾

病和治疗的情况收集存储于信息支持系统%使患者不仅在住院

期间能得到个性化的信息支持%同时在出院后通过信息支持系

统对患者进行追踪管理%使医院和患者之间建立有目的的互

动%及时了解患者目前的情况%通过电话随访的方式予以解答&

随着互联网的使用%越来越多的患者通过各种网络服务与病友

交流获得的信息支持%通过建立针对某一疾病的信息支持网

络%可以为患者提供一个搜索疾病相关信息的重要途径%使患

者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及时获得需要的信息(

%*

)

&该网络信

息平台应包括医疗信息板块!护理信息板块!在线咨询板块和

留言专区&医疗信息板块由医疗专家提供疾病最近动态和最

新知识和信息$护理信息板块由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护士提供

疾病治疗和治疗过程中的症状解读%给予相关内容的指导%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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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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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除患者的疑虑$在线咨询板块由专家在固定一天予以回答患者

有关治疗方面的问题&留言专区板块可以提供患者与病友之

间信息和情感交流%从医务人员的指导和病友分享的经验中获

取信息支持&信息支持系统随时与
>DHFJDFH

网络连接%及时扩

充最新最前沿的治疗!护理信息&

"!"!!

!

信息支持的内容和形式要满足患者的内心需求
!

信息

支持是为处于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指导!建议和咨询(

%

)

&由

此可见%信息支持的内容对患者而言必须是有用的!是迫切需

要的!是能够帮助解决现有问题的信息&调查发现%护士在实

际工作中与患者的沟通与患者的期待值相差甚远%往往流于形

式(

6

)

%因此护士在给予信息支持时不应该想当然%而要与患者

多沟通交流%了解患者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才能有

针对性提供信息支持&同时也要注意信息支持的形式%文化程

度高的患者自学能力强%可以发放宣传册让患者自学%有不懂

的问题再个别指导$关注电视媒体的患者%可以将相关知识的

宣教录像拷贝给患者观看&总而言之%要以患者最感兴趣!最

希望获得的信息支持内容和形式满足患者的信息需求%根据文

献分析发现%信息交流袋能较好地满足这一需求%患者只需将

想要获得信息支持的内容和形式记录在信息交流本上%护士于

每天的
6

*

00

!

%1

*

00

收集信息%并予以解答&

"!"!"

!

信息支持应根据人的遗忘曲线进行强化巩固
!

根据文

献分析发现%研究者多关注信息支持的内容及形式%往往忽视

信息支持的强度%对信息支持的内容缺乏巩固强化&根据艾宾

罗斯理论%人的记忆有一定的遗忘规律%遵循-先快后慢.的原

则%即在记忆的最初阶段遗忘的速度很快%后来就逐渐减慢了%

到了相当长的时间后%几乎就不再遗忘了&信息支持与健康教

育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向患者传达信息%患者在接受信息时

难免会有遗漏和遗忘%因此在患者入院后的前几天应加快信息

支持频次%并在每次告知新知识前将上次内容强化%对掌握不

好的内容再次重复%使遗忘速度减慢%同时在住院过程中不断

再认%使获得的信息得以巩固&

"!"!A

!

促进信息支持研究纵深发展
!

根据已检索的文献分析

发现%信息支持的研究方向主要局限于信息支持对临床患者的

作用%缺乏针对不同疾病患者信息支持需求的现况调查和原因

分析%使得信息支持的内容多由研究者或临床工作者自行决定

并实施%患者是否需要相应的信息支持或者需要信息支持的程

度无法获得有效的证据来源%因此%我国护理工作者在今后的

相关研究中应加大非实验性研究%如现况调查%质性研究等了

解患者真正的信息需求%为制订相应的护理措施提供理论

依据&

信息支持的研究在护理领域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实验性

研究占主体%研究设计和方法需进一步规范$缺乏信息支持的

需求调查和质性研究&由于寻求信息是处理压力状态的关键

应对机制%可以减少不确定感%更好地处理面临的问题及疾

病(

%3

)

%因此信息支持在护理领域的作用不可忽视&如何进一

步加强信息支持的研究%提高信息支持研究的质量和应用效果

成为护理人员今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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