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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担任品管圈圈长对临床护士科研能力的影响效果!为提高临床护士科研能力寻找方便实用的工具%方

法
!

选取该院担任品管圈圈长的的
01

名护士作为观察对象!采用护理人员科研能力自评量表在其担任品管圈圈长前"

1%$0

年
1

月$&后"

1%$0

年
$1

月$进行两次测评并比较%结果
!

$%

个月后!观察对象的科研基础知识&论文写作知识&统计学知识&计算机软

件操作能力
0

个维度的科研能力自评得分有明显提高"

H

$

%&%2

$%结论
!

参加品管圈活动可提高护士的科研能力!护理管理者

可以推广运用%

"关键词#

!

护士#科研能力#品管圈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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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起源于
1%

世纪
2%

年代的一种质量管理工具#在中国台湾)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

的医院中广泛开展#收到较好效果'

$.1

(

*中国大陆于
$(-/

年开

始开展
g>>

活动#目前在临床护理)护理管理)护理教育等方

面的应用日趋广泛#在提高用药安全)提升护理服务质量)降低

护理并发症)减少非计划拔管率)巩固健康教育效果)增加患者

满意度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

(

#赵庆华等'

-

(就
g>>

在

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现状进行了报道*

g>>

活动需要团队

协作#具有教育性和挑战性#并需要运用一些解决问题的工

具'

/.(

(

#如头脑风暴法$

NK:#,+E"K5#,

F

&)流程图表$

H6"M!#:.

F

K:5

&)数据收集$

!:E:J"66DJE#",

&)曲线图$

F

K:

L

G+

&)帕雷托分

析$

L

:KDE":,:6

O

+#+

&)因果分析图"鱼骨图$

J:I+D:,!DHHDJE!#:.

F

K:5

&)层别法$

+EK:E#H#J:E#",

&)散点图$

+J:EEDK!#:

F

K:5

&)直方

图$

G#+E"

F

K:5

&等#是使用有序的科学方式解答问题或解决问

题的系统探究过程#具有科研性质*石镁虹等'

$%

(报道了
g>>

能快速提高护理本科生的科研水平#但
g>>

活动对临床护理

人员的科研能力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目前尚少见文献报

道*作者对重庆市某三甲医院
1%$0

年
1

!

$1

月担任
g>>

圈

长的
01

名护士的科研能力进行了纵向观察#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重庆市某三甲医院
1%$0

年
1

月自发组

成的
01

个
g>>

中担任圈长的
01

名护士作为研究对象#入选

标准!$

$

&已取得护士执业资格证书%$

1

&担任所在
g>>

的圈

长%$

'

&愿意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

$

&未取得护士执业资格

证书%$

1

&中途退出
g>>

活动%$

'

&不愿意参加本研究*

>&?

!

方法

>&?&>

!

干预措施
!

护理部成立
g>>

推行管理小组#并建立了

全院
g>>

成员参与的
gg

群+

g>>

学习圈,#于
1%$0

年
1

月

进行摸底问卷调查
$

次#了解其对
g>>

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

开展
g>>

活动面临的困难及需要的帮助%根据调查结果于

1%$0

年
1

月和
0

月进行全员集中培训
1

次#第
$

次培训内容为

g>>

基本步骤及操作要点#第
1

次培训为
g>>

数据收集)分

析及图表制作*在
g>>

具体运行中通过
gg

群对
01

个品管

圈的主题选定)活动计划拟订)现状把握)目标设定)解析)对策

拟订)对策实施与检讨)效果确认)标准化)检讨和改进等
$%

个

活动步骤实施全程辅导*除集体辅导外#对其中
1/

名圈长进

行了一对一现场专项指导*

1%$0

年
$1

月进行
g>>

成果验收

%)0

重庆医学
1%$)

年
1

月第
02

卷第
0

期

"

基金项目!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经费资助项目$

1%$'200

&*

!

作者简介!蒋小平$

$()(4

&#副主任护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护理

管理及护理教育研究*



并评选出优秀成果
$2

项#进行推广应用*

>&?&?

!

测评工具
!

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内容包括
'

个部分*

$

$

&圈长的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护龄)学历)职称*$

1

&

品管圈基本知识现状调查!包括对
g>>

的认识)对待
g>>

的

态度)参加
g>>

的原因)开展
g>>

时遇到的主要困难)对

g>>

知识的了解)对
g>>

辅导的需求及需要得到的其他支持

与帮助等*$

'

&护理人员科研能力自评量表!采用刘瑞霜'

$$

(编

制的自评量表#共
0%

个条目#包括科研基础知识$

$'

项&)论文

写作知识$

(

项&)统计学知识$

-

项&)计算机软件操作能力$

$$

项&*每个条目分为
0

个等级!

%

分为不会或不能%

$

分为稍会

或稍能%

1

分为基本会或基本能%

'

分为完全会或完全能*该量

表的
>K",N:JGhU

系数为
%&(-(

*量表中各条目的得分与其所

属因子领域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大于
%&-

#

0

个因子的累积

贡献率为
-2&(%=

*

>&?&@

!

测评方法
!

利用
1%$0

年
1

月第
$

次在+

g>>

基本步

骤及操作要点,#培训前由研究者集中发放问卷#采用统一的指

导语说明问卷调查的目的及填写方法#采用无记名形式填写问

卷#

1%5#,

后收回*共发放问卷
01

份#回收问卷
01

份#回收率

$%%=

*其中有效问卷
01

份#有效回收率
$%%=

*第
1

次问卷

调查于
1%$0

年
$1

月进行#利用
g>>

成果总结会集中发放问

卷
01

份#回收问卷
01

份#回收率
$%%=

*其中有效问卷
01

份#

有效回收率
$%%=

*

>&@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URUU$(&%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计量资料以
+<=

表示#护士对
g>>

的

现状及科研能力自评量表得分自身前)后对比分析采用
4

检

验#以
H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g>>

圈长共
01

名#女
0%

名#男
1

名%年龄
1'

!

0'

岁#平均

$

'$&2(<(&0-

&岁%工作年限小于
2

年
$(

名$

02&10=

&#

2

!

$%

年
$)

名$

'/&$%=

&#

&

$%

年
-

名$

$)&)-=

&%学历!大专
)

名

$

$0&1(=

&#本科
'0

名$

/%&(2=

&#研究生
1

名$

0&-)=

&%职称!

护士
$(

名$

02&10=

&#护师
$/

名$

01&/)=

&#主管护师
2

名

$

$$&(%=

&%参加过
g>>

培训者
)

名$

$0&1/=

&#未参加过

g>>

培训者
')

名$

/2&-1=

&*

g>>

圈长科研能力自评前)后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2

&#见表
$

*

表
$

!!

g>>

圈长科研能力自评前(后比较%

+<=

&

%b01

&分'

项目 第
$

次测评 第
1

次测评
4 H

科研基础知识
1$&-)<-&21 12&)1<)&'$ 1&20/%&%$'

统计学知识
(&$0<'&22 $1&/)<'&%- 2&$'$%&%%%

统计软件操作
-&$-<'&2' $0&)%<0&1- /&)($%&%%%

论文写作技巧
$2&//</&'- 1%&''<)&)2 1&-%%%&%%/

@

!

讨
!!

论

@&>

!

护理人员的科研能力水平亟待提高
!

护理人员的科研水

平已成为衡量和评价护理人员工作绩效和职称晋升的重要因

素之一*但与其他学科相比#中国护理队伍整体教育起点低)

科研素质不高及我国护理科研起步较晚#护理人员的科研水平

较为低下'

$1.$'

(

*本次对
01

名担任
g>>

圈长护士的测评数据

可以看出#护理人员的科研能力自评的
0

个维度中#科研基础

知识和论文写作知识的得分相对较高#计算机软件操作能力得

分最低#该结果与邹艳霞等'

$0

(对广东某三甲医院
$%1

名护士

的测评结果趋势一致*统计学知识的最高自评得分应该为
1$

分#但该项的第
$

次自评均分$

(&$0<'&22

&分#处于中等偏下

水平%计算机软件操作能力自评最高分应为
''

分#但该项的初

次自评均分$

-&$-<'&2'

&分#处于下等水平*本研究中观察对

象中第一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护士构成比为
/2&-$=

$

')

"

01

&#在学校中已经接受过护理科研及统计学等相关课程的教

育#但真正能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科工作中的能力尚

有待提高#而大专学历的护士在校期接受科研及基本统计学知

识更是显得不足*如何根据临床护理人员的自身特点#逐步提

升护理队伍的整体科研能力#是许多护理管理者一直都在积极

思考并试图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

$2

(

*

@&?

!

g>>

活动可用科研思维来解决质量问题
!

g>>

小组成

员需要去发现实际工作的质量问题)分析寻找要因)采取有效

改进策略并评估改进效果*护理科研是用科学的方法反复地

探索)回答和解决护理领域的问题#直接或间接地指导护理实

践的过程#具有探索性)创新性)计划性和程序性'

$2

(

*

g>>

活

动的第一步+主题选定,与护理科研中的+选题,是相似的#圈成

员透过头脑风暴方法#筛选备选主题#并通过圈员投票打分确

定圈主题#归纳并完善主题相关内容#明确改善主体和具体目

标#确定改善对象和范围#即干预"受益人群是谁)包含了哪些

人事物)排除了什么人事物*只有充分思考和作好调查)阅读

相关资料)了解相关背景等#才能对
g>>

主题进行清楚定义和

明确衡量指标*本次观察对象所在的
01

个
g>>

的主题选定

阶段时间为
1

!

0

周#

g>>

成员均进行了文献检索)现场调查

等手段来定义和完善主题#在实践中学习并巩固了科学地提出

问题的方法%活动计划拟订阶段让
g>>

成员将甘特图绘制挂

墙#明确完成每个步骤所需时间)各步骤预定完成日期$以虚线

表示&)各步骤负责人)并管控实际完成日期$以实线表示&#本

次
01

个圈中仅
2

个圈活动计划有部分延迟#其余均按计划完

成%在现状把握)目标设定)解析)对策拟订阶段#

g>>

成员对

问题的现状进行调查#通过资料收集和分析来了解问题的现实

状态#学会了流程图表)数据收集)曲线图)帕雷托分析)因果分

析图"鱼骨图)层别法等#并询证参考最新最好的护理研究成果

来制定改善对策#这些活动中均贯穿了科学思维#提升了护士

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次研究中发现护理人员的科研能力自评

得分在参加
g>>

活动后有明显的提高#自身前)后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H

$

%&%2

&#各维度的得分也较邹艳霞等'

$0

(结果明

显增高*

@&@

!

g>>

具有提升护士科研能力的作用
!

尽管大部分临床

护理人员参与护理科研的意愿很强烈#但往往因为工作压力

大)缺少科研相关知识)缺少科研时间及科研氛围等原因而受

到影响'

$)

(

*于翠香等'

$-

(认为提高护士科研能力最有效的途

径为举办科研培训班和专家指导帮助等#但是在目前护理人力

资源紧张)临床护理工作繁忙的现实条件下#这样的培训方法

难以惠及临床绝大多数的护理人员*本研究中作为观察对象

的
01

名护士#在这
$%

个月的观察期间#主导了所在
g>>

的质

量改进活动#在进行日常工作的同时#有目的)有计划地收集数

据)整理分析数据#组织和领导其圈成员学会了运用
g>>

工具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既增强了其责任心和自信心#也提高了

其沟通协调能力*

g>>

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质量管理工具#

在护理质量的持续改进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研究

表明#

g>>

还能提高护士运用科学方法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有助于护理人员科研能力的提升#是$下转第
0)0

页&

$)0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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