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维持循环系统的稳定#护士根据血压&心率&中心静脉压&尿

量等指标合理安排输液顺序&调整输液速度)密切观察生命体

征和腹部切口#特别注意有无出血征象)

#&"&"

!

皮肤的管理
!

本组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消

瘦&骨突出明显#由于安装操作系统和机械臂等原因#机器人手

术时间较开腹和腹腔镜手术长#加之
'

个机械臂的重力原因#

前
'

例患者骶尾部出现了一期压红#术后通过软枕减压等措

施#压红很快消退)之后与手术室积极协作#经评估有压疮风

险的患者#均在骶尾部使用泡沫敷料#术中采取减压措施#术后

严格交接皮肤#采用全身&局部的减压措施#并在耐受的情况下

早期活动#后
/

例患者均未出现压红)由于机器人手术中
$

臂

和
'

臂对两侧季肋部可能造成压迫#会导致软组织不同程度的

淤血&水肿#术后也要加强对两侧季肋部皮肤的观察#并做好解

释工作)

#&"&#

!

管道的护理
!

快速康复外科的理念在本中心广泛应

用#在安全的前提下尽早拔除各种管道#尽量减少患者的术后

不适)胃管用
'C

+工,字形胶布妥善固定于鼻部和颊部#全胃

切除术后胃管留置于空肠内#引流出的消化液远远小于分泌总

量#术后
10=

内即拔除胃管#患者无腹胀&腹痛等不适*

$$

例患

者中除
1

例男性患者因前列腺肥大的原因#均于术后第
1

天拔

除尿管#第
$

次均成功排尿#无尿急&尿痛及再次插尿管等

情况)

#&"&$

!

康复护理
!

作者成立了机器人残胃癌手术合作小组#

与外科医师&麻醉师&患者及家属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共同制

定了详尽的术后诊疗计划)患者采用自控硬膜外镇痛泵#在无

痛状态下#逐渐进行活动)手术当日行被动四肢关节活动#术

后第
$

天行床上自主运动&深呼吸&有效咳嗽咳痰*术后第
1

天

患者床边活动#术后第
'

天逐渐延长床旁站立时间#并从扶着

床栏行走逐步过渡到自行活动)在饮食方面#作者在拔出胃管

后#让患者少量进清水#每小时从
$

小汤勺开始#遵循清水&全

清流&流食&半流食&软食的顺序#清淡易消化的原则#鼓励患者

只要无腹痛&腹胀等不适#可逐渐增加饮食的量和品种#本组患

者在出院时可进食半流质)

#&"&%

!

并发症的护理
!

本组
$$

例患者有
1

例出现了并发症#

$

例为腹腔内出血#

$

例为腹腔感染)前者于术后
$%!

出现面

色苍白&头晕&乏力#后证实为腹腔出血#急诊二次手术行剖腹

探查&脾动脉缝扎术#术后康复出院)后者在术后第
5

天发现

腹腔引流液浑浊#考虑吻合口瘘后腹腔感染#经充分腹腔引流&

抗感染&生长抑素&营养支持等保守治疗#患者于术后
$)!

康

复出院)在这
1

例患者的护理过程中#细致的病情观察至关重

要#除生命体征的监测#患者的主述&面色等变化都可以提供依

据#在第
$

例出血患者出现面色变化时#正处于交接班时间#虽

然血压正常#但立即给患者建立了
1

个静脉通道#为后继病情

变化及抢救赢得了时间)

机器人手术系统是微创外科向大型疑难手术拓展的一次

飞跃'

$%

(

#机器人残胃癌根治术在中国刚起步#围术期护理经验

需不断完善和总结)作者认为良好的医护患关系#多学科合作

模式#术前有效的心理干预&充分的营养支持#术后重视病情观

察&合理补液&关注皮肤管理&特别是在安全的前提下尽早拔除

各种管道&减少不良应激#有利于患者早期活动#顺利度过围术

期#快速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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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

N

2,.

!"+7

#

1%%/

#

11

$

$1

%!

1-5'.1-)%&

'

5

( 钱锋#唐波#余佩武#等
&

腹腔镜胃癌手术的路径'

_

(

&

中华

消化外科杂志#

1%$%

#

(

$

0

%!

1((.'%1&

'

)

(

M#8,H

#

F̀ B?

#

@8"Fc

#

IU8V&̂8

R

8K"+7"

R]

.8++#+UI!KI.

+I7U#",Z"K

N

8+UK#7+Ù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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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8U#I,U++7=I!̀VI!Z"K7"V"K.I7U8V

78,7IK+̀K

N

IK

]

'

_

(

&38+UK"I,UIK"V:̀K+

#

1%%(

#

'1

$

0

%!

1)5.

1-%&

'

$%

(周宁新
&

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带给我们的挑战与启迪

'

_

(

&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1%$%

#

(

$

1

%!

(%.(1&

$收稿日期!

1%$5.%/.1)

!

修回日期!

1%$5.$$.1%

%

作者简介'孔静$

$(/1Y

%#讲师#大学本科#主要从事护理教育与社区护理研究)

!

#

!

通讯作者#

6IV

!

$/('$')5/1/

*

2.98#V

!

$/('$')5/1/

"

$)'&7"9

)

!临床护理!

!!

!"#

!

$%&'()(

"

*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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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护理专职教师是承担高等护理教育的主体力量'

$

(

#其 核心能力水平是影响高等护理教育教学质量及其发展的决定

%5/

重庆医学
1%$)

年
1

月第
05

卷第
)

期



性因素#是教师能力中最根本的部分'

1

(

)在中国高等护理教育

市场充满生机和对高等护理教育要求越来越高的形势下'

'

(

#为

了实现高素质护理后备人才的培养和促进护理专业社会效益

的可持续发展#势必对高校护理专职教师的核心能力水平提出

更高要求)那么中国高校护理专职教师核心能力和影响因素

现状如何呢4 本研究通过对天津&河北&四川&黑龙江&山西等

省市
$)

所高校
1$%

名护理专职教师的调查#旨在了解其核心

能力的现状和影响因素#为后续高校护理专职教师核心能力提

高措施及教育教学管理的研究提供实证依据)

!

!

对象与方法

!&!

!

对象
!

采用非概率方便抽样法#选择天津&河北&山西&黑

龙江&四川等省市
$)

所普通高等院校护理院系的在任护理专

职教师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

%单位为招收本&专科护理学

专业的公立高校*$

1

%具有教师资格证*$

'

%工作满
$

年以上*

$

0

%讲授护理专业课#授课对象为本&专科学历护生*$

5

%自愿参

加本次问卷调查)排除标准!休假和脱产进修者)

!&"

!

方法

!&"&!

!

调查工具
!

$

$

%一般资料问卷!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

况&现有学历&职称&月收入&教学时数等)$

1

%高校护理专职教

师核心能力评价量表!该量表是在上海交通大学护理学院侯晓

静'

0

(所编制的临床护理教师核心能力评价量表基础上#经研究

者咨询
'

名护理教育专家后进行了内容修订#删除量表中影响

内容效度的
'

&

0

&

1'

这
'

条有关临床教学的项目#然后对
00

名

样本进行预调查#因子分析结果显示#量表包含
5

个因子#条目

分布基本与原量表一致#各因子之间的相关大于
%&0%

#各因子

分与总分的相关也大于
%&0%

#且均大于各项因子之间的相关#

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故沿用原量表的维度名称命名

相应因子$专业能力&教学能力&领导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发展

能力%*各维度和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分析结果显示
EK",Q87=P

8

系数分别为!

%&-$

$领导%&

%&/5

$问题解决能力%&

%&-/

$专

业%&

%&(%

$教学%&

%&)0

$发展%&

%&(1

$总体%#提示问卷具有较好

的内在一致性和结构效度)该量表共
10

个项目#每个项目采

用
5

点
#̂dIKU

量表评分形式$

5

为非常高&

0

为比较高&

'

为一

般&

1

为比较低&

$

为非常低%#结果以各维度的项目均分和全部

项目均分为各能力和核心能力总水平的判断标准#均分为
'

分

代表中等水平#分数越高#代表核心能力水平越高)

!&"&"

!

调查方法
!

采用横断面问卷量表调查法#从
1%$$

年

(

!

$$

月#研究者本人通过导师和同事联系到天津&河北&黑龙

江&山西和四川等省市
$)

所高校护理院系主任#经电话告知其

研究目的和要求并征得同意后#将问卷量表和填写要求一起邮

寄给
$)

位系主任#在各护理院系主任的协助下将问卷发放给

护理专职教师#分散或集中填写#发放后
$

周内填写完成)对

问卷不清楚的地方研究者通过电话给予统一解释#填写完成后

集中回邮给研究者)共发放问卷
10/

份#回收
1''

份#回收率

为
('&(5\

#剔除漏答
5

道以上和答案有规律的问卷#有效问

卷
1$%

份#有效率为
(%&$'\

)

!&#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WBWW$-&%

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

计处理#统计方法包括统计描述*以核心能力均分为因变量#人

口学因素为自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
!

$

%&%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高校护理专职教师一般资料情况
!

1$%

名高校护理教师

年龄
15

!

5-

岁#平均$

'5&(-</&$%

%岁*工作年限为
$

!

'-

年#

平均$

(&51<-&)(

%年*学期教学时数为
'1

!

5'1

学时#平均

$

$/)&)$<$$-&%%

%学时)

1$%

名护理专职教师人口学变量分

布情况#见表
$

)

表
$

!!

高校护理专职教师一般资料情况"

%

$

\

%&

%X1$%

#

项目 构成 项目 构成

性别 婚姻

!

男
$1

$

5&-$

%

!

已婚
$(%

$

(%&0/

%

!

女
$(/

$

(0&1(

%

!

未婚
1%

$

(&51

%

年龄$岁% 毕业专业

!'

'% )/

$

'1&'/

%

!

护理学
$5/

$

-5&10

%

!&

'%

!

'5 5'

$

15&10

%

!

临床医学
0%

$

$(&%5

%

!&

'5

!

05 0(

$

1'&''

%

!

其他专业
$1

$

5&-$

%

!&

05 0%

$

$(&%5

% 学历

职称
!

专科
)

$

1&/)

%

!

初级
)$

$

1(&%5

%

!

本科
$%)

$

5%&0/

%

!

中级
(1

$

0'&/$

%

!

硕士及以上
(/

$

0)&)-

%

!

副高级
0(

$

1'&''

% 月收入水平$元%

!

正高级
/

$

'&/$

%

!

$%%%

!$

1%%% $/

$

/&5-

%

兼职教学管理
!

1%%%

!$

'%%% $%'

$

0(&%5

%

!

是
5%

$

1'&/$

%

!

'%%%

!$

0%%% -'

$

'0&-)

%

!

否
$)%

$

-)&$(

%

!%

0%%% $)

$

-&)1

%

"&"

!

高校护理专职教师核心能力现状
!

1$%

名高校护理专职

教师领导能力得分为
$&1%

!

0&0%

分#平均$

1&)-<%&/1

%分*问

题解决能力得分为
$&$0

!

0&-$

分#平均$

1&-$<%&--

%分*专业

能力得分为
$&%%

!

0&)-

分#平均$

1&)$<%&((

%分*教学能力得

分为
$&$0

!

0&/)

分#平均$

1&))<%&/'

%分*发展能力得分为

$&%%

!

0&%%

分#平均$

1&/1<%&)1

%分*核心能力得分为
$&'(

!

0&)$

分#平均$

1&)-<%&-(

%分)对频数分布进行统计结果显

示#核心能力均分大于或等于
'

分的教师
))

名$

'$&0'\

%#

$

'

分的教师
$00

名$

)/&5-\

%)

表
1

!!

间断自变量转换为虚拟变量

自变量 参照系$取
%

% 引入的虚拟变量

性别 女 男

婚姻状况 已婚 未婚

学历 专科 本科#非硕士#非博士*非本科#硕士#

非博士*非本科#非硕士#博士

职称 初级 高级#非中级#非副高*非高级#中级#

非副高*非高级#非中级#副高

毕业专业 其他
护理#非临床医学#非中医或中西医

结合*非护理#临床医学#非中医或

中西医结合*非护理#非临床医学#

中医或中西医结合

月收入$元%

%

0%%% $%%%

!$

1%%%

#非
1%%%

!$

'%%%

#

非
'%%%

! $

0%%%

*非
$%%%

!$

1%%%

#

1%%%

!$

'%%%

#非
'%%%

!$

0%%%

*非
$ %%%

! $

1 %%%

#非

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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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护理专职教师核心能力的影响因素
!

以高校护理专

职教师的核心能力平均得分为因变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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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龄&现有学历&职称&毕业专业&月收入水平&学期教学时数为

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先将所涉及自变量中性别&

婚姻状况&学历&职称&毕业专业&月收入水平等间断变量进行

数量化$表
1

%转化为虚拟变量#然后采用
WUI

R

T#+I

方法对所有

自变量进行筛选#得到回归模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X

/&/-

#

!X%&%$

%#见表
'

)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有学期教学

时数&临床医学专业毕业&高级职称&副高级职称和中级职称#

这些自变量协同能够解释因变量核心能力水平
'1&(%\

的变

异量#其中学期教学时数与核心能力显著正相关$多元相关系

数
1X%&5-

#决定系数
1

1

X%&'1

#调整后决定系数
1

1

X%&'$

#自

由度
bX1%%

%)

表
'

!!

高校护理专职教师核心能力影响因素的

!!!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项目
2

标准误
23$+ $ !

常量
$&1/ %&15 Y 5&1% %&%%

学期教学时数
%&%$ %&%% %&'5 5&// %&%%

临床医学专业毕业
%&-1 %&$' %&') 5&-) %&%%

高级职称
$&%1 %&1) %&5- '&/- %&%%

副高职称
%&(0 %&1) %&5% '&)5 %&%%

中级职称
%&-) %&1) %&5% '&)5 %&%%

!!

Y

!此项无数据)

#

!

讨
!!

论

#&!

!

高校护理专职教师核心能力总体水平偏低
!

调查结果显

示#高校护理专职教师核心能力平均得分
1&)-

分#均分小于
'

分的教师占
)/&5-\

*核心能力
5

个维度的均分均低于
'

分#

其中专业能力均分最低)与任海燕等'

5

(的研究结果有异#分析

原因可能与该研究对象中包括兼职护理教师#而本研究的调查

对象全部为专职教师有关#专业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需要在不断

的专业实践中获得#兼职教师参与实践要比专职教师更多#对

于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及职业认知更加成熟'

)

(

#所以本研究

中护理专职教师的专业能力较低)高校护理专职教师的核心

能力总体水平偏低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

%目前高校

绝大部分护理专职教师未接受过系统的师范教育#在教学中仍

采用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模式#新的教育理念应用及改革意识不

足*加之教师培训学习经费不足的高校#对教师后期培训和继

续教育支持不够'

-

(

#使越来越多的高校护理专职教师专业知识

和教学理论逐渐落后#实践逐渐脱节#最终导致能力上越来越

不能满足现代大学教育的要求)$

1

%本次调查的所有高校护理

专职教师来自国办高校#其中存在有高枕无忧的懈怠观念#或

者能力提高的方法不正确)无论是学校体制局限等客观因素

的影响#还是教师自身内在需求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从调查的

结果来看#高校护理专职教师核心能力水平现状令人担忧)

#&"

!

高校护理专职教师核心能力的影响因素
!

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包括学期教学时数&临床医学专

业毕业&高级职称&副高职称和中级职称#均对高校护理专职教

师核心能力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

!

$

%&%5

%#以上自变量协

同能够解释因变量核心能力
'1&(%\

的变异量)其中学期教

学时数与核心能力显著正相关#提示随着学期教学时数的增

加#教师核心能力水平在提高#同时也说明核心能力的提高需

要不断的实践锻炼和经验积累#这一结果与国内多项研究结果

一致'

/.(

(

)分析结果还显示#毕业于临床医学专业的教师核心

能力高于作为参照系的其他专业毕业教师核心能力#可能是由

于我国本科护理和研究生护理专业的开展较晚#高校护理专职

教师师资缺乏#出现护理专业以外其他专业出身的教师队伍讲

授护理专业课程的现状'

$%

(

)由于临床医学专业的发展较护理

专业要更加快速#其课程设置较护理学专业更加稳定和成熟#

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学习者核心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

(

)职称对

核心能力的影响分析显示#高级职称&副高级职称&中级职称教

师核心能力高于初级职称教师的核心能力#且高级职称教师具

有的核心能力水平相对最高)这一结果与文献'

$1.$'

(的研究

结果相似#分析原因可能因为职称是对教师教学成绩&教学经

验和科研成果的某种肯定#也是一种荣誉和地位的象征'

$0

(

)

高级职称教师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对本专业相关知识&理论&技

术掌握扎实熟练#教学判断及课堂掌控力强#能发现教学工作

中的问题并帮助初中级职称教师解决教学当中实际问题#除教

学工作之外多承担着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等多方面的工作#

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其核心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核心能力的提

高需要不断的实践锻炼和经验积累#初级职称的教师毕业于医

学院校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教育教学培训#教学时间短#教学经

验不足#专业知识与技术上也需要进一步的积累与加强#这些

均不利于其核心能力的提高)

#&#

!

建议
!

学期教学时数与核心能力显著正相关#提示核心

能力的提高需要动员和鼓励护理专职教师积极投入工作实践

中#增加教学实践的锻炼#使核心能力在不断的经验积累中得

到提升#同时要考虑到教师的工作任务与精力&时间的合理分

配#对于兼职教学管理工作的护理教师自身要掌握好适度的工

作集权与分权#学校管理层面尽可能多地对护理教师教学管理

工作以配合和支持#利于教师能有更加充足的精力能够专注在

自己教学工作#提高教师的核心能力)

高校护理专职教师在高校护理教育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其

核心能力水平直接影响着高校护理教学质量)通过本次调查

1$%

名高校护理专职教师#发现其核心能力平均水平中等偏

低#学期教学时数&毕业专业和职称对其核心能力水平影响显

著#其中高级职称教师核心能力水平相对较高)因此#无论对

教师个体自身因素还是对学校管理外部因素#教师核心能力的

提高可以通过加大教师教学实践锻炼#同时结合不同职称的结

构特点#探索合理的方法促进教学实践和教学管理#进而提高

教师核心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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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价值观$

T"Kdb8V̀I+

%是被从业人员或专业及群体所

公认的行为准则#是引导从业人员与同事#其他专业人员和公

众之间的互动过程#并为评价影响行为的信念和理论提供了框

架'

$

(

)职业价值观属人格范畴#一直以来都是社会研究的热

点)医护生积极的职业价值观可增加主体专业认可度&学习自

主性和专业能动性#并在学校学习及临床工作中起到决定性和

导向作用)国外研究发现#职业价值观与心理承受能力和人格

特质存在紧密联系'

1

(

#人格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的态度&

行为和价值观'

'

(

)国内个别研究开始进行相关的研究#但作为

从事高风险行业的医护生的人格特质和职业价值观的相关研

究甚少)因此#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选取
'(%

名在校医护专

业大学生进行了人格特质与职业价值观的调查#探讨医护生的

人格特质和职业价值观的关系#旨在为医护生人格培养和职业

素养教育提供基础资料)

!

!

对象与方法

!&!

!

对象
!

以医护专业在校大学生为对象#采用便利抽样方

法#抽取了
'(%

名在校本科医护生#其中医学生
$-/

名#护生

1$1

名)纳入标准!纳入我校以高中为起点#全日制的在校本

科医护生)排除标准!正在医院实习者*以中专为起点的大专&

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调查期间请病假者&休学者*近期受过

重大心理创伤者*近半年接受过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者)

!&"

!

方法

!&"&!

!

调查工具
!

问卷由
'

部分组成#$

$

%人口学特征!包括

性别&年级&所在学院等)$

1

%人格特质量表!采用艾森克人格

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

2BM.4WE

%

'

0

(

#该量表是由钱铭怡教授

修订的#

2BM.4WE

由精神质$

B

%&内外倾$

2

%&神经质$

:

%&掩饰

性$

^

%

0

个维度构成)每
$

个分量表均由
$1

条目组成#掩饰性

$

^

%量表为矫正量表#可以通过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得

出
6

分'

6X5%j$%c

$受测人的原始分
Y

该人所在组的平均

分%"所在组平均分的标准差(#若
6

&

-%

分#表示所答问卷不

真实#从样本中剔除#故掩饰性$

^

%量表不再以下研究结果中

显示)该量表的信度!

B

量表
EK",Q87=P+8

系数为
%&5)$

*

2

量

表
EK",Q87=P+8

系数为
%&-'5

*

:

量表
EK",Q87=P+8

系数为

%&-)$

)$

'

%职业价值观量表!采用凌文辁&白俐刚等根据+

@"V.

V8,!

式中国兴趣量表,改制的+职业价值观,量表'

5

(

#本量表共

11

个条目#分别由
'

个维度构成#第一维度为+声望&地位,因

素#包括易成名&成家#单位级别高等条目*第
1

维度为+保健,

因素#包括职业稳定&收入高&有劳保&医疗&退休金等
)

个条

目*第
'

维度为+发展,因素#包括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能发挥

自己才能等
-

个条目)问卷采用
#̂#,dIK5

级计分法#分别为

+非常重要&较为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

5

个级别#每个级别

分别得分
5

&

0

&

'

&

1

&

$

#得分越高说明受试者对该因素的重视程

度越高)该量表的
EK",Q87=P+8

系数为
%&($0

#有较高的可

靠性)

!&"&"

!

资料收集
!

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采用统一指导语#无

记名方式#并获得被调差者的知情同意#由调查对象自行填写#

1%

分钟内当场回收问卷#本次问卷共发放
'(%

份#回收
'/(

份#剔除
6

&

-%

分问卷
$$

分#有效问卷共
'-/

份#有效率为

()&(1\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

R

++$-&%

进行统计处理分析#统计描

述及
+

R

I8K98,

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

X%&%5

#以

!

$

%&%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医护生职业价值观现况
!

医护生职业价值观总分为

$

/%&/1<$'&-0

%分#其各维度上!+保健,维度上平均得分最高#

其次为+发展,维度#+声望&地位,维度得分最低)医护生最重

视的职业价值观的五个条目分别是!

G$$

机会均等及公平竞

争*

G'

职业稳定*

G/

有劳保&医疗&退休金*

G-

能发挥自己的

才能*

G$%

符合兴趣爱好)其中
G'

&

G/

为+保健,+因素,#

G-

&

G$%

&

G$$

为+发展,因素)医护生最不注重的三个条目为!

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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