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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调查成都市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护理人员循证护理实践知识%技能%态度%行为现状!并探索其关系!为提高护

士临床循证实践能力提供干预依据$方法
!

采用循证实践知识%技能%态度%行为调查表!以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成都市
#

所

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护理人员共
!!!#

名$结果
!

成都市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护理人员循证实践知识%技能条目均分为
(98+)Q

)9">+

!处于中等水平的护理人员占
8+9)B

&循证实践态度条目均分为
(9>!)Q)9(8!

!处于中等水平的护理人员占
>(9*B

!高水平

的护理人员占
*+9*B

&循证实践行为条目均分为
!9**)Q)9*>)

!处于低水平的护理人员占
+"9>B

!中等水平的护理人员占

()9)B

&护理人员循证实践知识%技能与循证实践态度呈正相关"

2̀ )9(+*

!

!

#

)9)!

#&循证实践态度与循证实践行为呈正相关

"

2̀ )9!8>

!

!

#

)9)!

#&循证实践知识%技能与循证实践行为呈正相关"

2̀ )97"(

!

!

#

)9)!

#$结论
!

成都市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护

理人员循证实践知识%技能%态度总体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循证实践行为总体处于中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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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

&D0<&3:&-H/=&<3NI=03

4

#

,LK

"#即-以证据为基

础的护理.

(

!

)

$与传统护理工作方法相比#循证护理实践不仅

能提高护理质量#改善患者结局#降低医疗费用#还能改善患者

就医体验#提高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7->

)

$研究表明#开展循证

护理实践要求护理工作者具备积极的态度和丰富的理论知

识(

*

)

#对循证护理的正确认识和积极的态度是护理人员进行循

证实践的始动剂(

+

)

$本研究借助国外较为成熟的循证护理实

践评测工具#通过横断面调查了解成都市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护

理人员循证护理实践知识*技能*态度及行为现状#并探索三者

间的关系#以为设计干预策略提升护理人员循证实践综合素质

提供科学依据$

A

!

资料与方法

A9A

!

一般资料
!

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样本量根据量表条目

数的
*

"

7)

倍计算#本次调查量表共
>#

个条目#按
7)

倍计算

所需样本量为
"+)

名$纳入标准%成都市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在

职注册护士&同意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拒绝参加本研究者&调查期间不在所属医院的注册护士!出外

进修*休病假者"&非临床科室的在职注册护士$研究对象的纳

入采用多阶段抽样#第
!

阶段采用方便抽样抽取成都市三甲医

院共
#

所#第
7

阶段采用科室整群随机抽样#纳入研究对象共

!!!#

名$问卷发放过程为%首先向研究对象说明研究目的*意

义*问卷填写注意事项#征得知情同意后发放问卷#要求研究对

象独立填写#填写完后放入指定的问卷收集箱#再由研究者统

一收回$

A9B

!

方法

+!#!

重庆医学
7)!+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A9B9A

!

一般资料调查表
!

由研究者通过查阅及参考国内外文

献自行设计#主要内容包括科室*年龄*性别*工作时间*职务*

用工性质*受教育水平*职称*是否参加过循证护理培训等$

A9B9B

!

循证实践知识*技能问卷
!

采用
W

G

E;3

等(

8

)编制的循

证实践知识*技能问卷#共
!>

个条目#采用李克特
8

级评分#分

值越高#代表知识水平越高$中文版问卷的
@I;3H/:2d=

)

系数

为
)9">

#重测信度为
)9#+

#内容效度为
)9#(

#各条目因子负荷

在
)9*)

以上(

#

)

$本研究通过预调查测得该问卷的
@I;3H/:2d=

)

系数为
)9"(

$

A9B9C

!

循证实践态度问卷
!

采用
O&'3

J

c

等(

"

)编制的循证实

践态度问卷#共
!+

个条目#采用李克特
*

级评分#得分越高代

表态度越积极$原英文问卷的
@I;3H/:2d=

)

系数为
)9")

#

V

G

&/I./3-LI;632

系数为
)9#8

#每个条目的因子负荷均在

)9(*

以上$由专业人员翻译成中文后预调查测得该问卷的

@I;3H/:2d=

)

系数为
)9#!

$

A9B9D

!

循证实践行为问卷
!

采用
O&'3

J

c

等(

"

)编制的循证实

践行为问卷#共
!#

个条目#采用李克特
*

级评分#得分越高代

表行为水平越高$原英文问卷的
@I;3H/:2=d

)

系数为
)9"+

#

V

G

&/I./3-LI;632

系数为
)9"*

#每个条目的因子负荷均在
)9+

以上$由专业人员翻译成中文后预调查测得该问卷的
@I;3H-

/:2=d

)

系数为
)9"7

$

A9C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VAVV!89)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
CQ'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研究变量间的

关系采用相关分析%循证实践知识*技能与态度间的关系采用

A&/I=;3

相关分析$为控制知识*技能*态度变量对行为变量的

影响#循证实践知识*技能*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采用偏相关

分析#以
!

#

)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9A

!

一般资料
!

共发放调查问卷
!!!#

份#回收问卷
!)7(

份#回收率
"!9*)B

#其中有效问卷
">!

份#回收有效问卷率

"!9"#B

$调 查 对 象 以 女 性 为 主&年 龄
!"

"

*7

岁#平 均

!

7#987)Q+9*")

"岁&工作年限
!

"

((

年#平均!

89##)Q89!>(

"

年&职称以护士居多#学历以大专居多$见表
!

$

表
!

!!

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统计特征&

* "̀>!

'

项目 基本特征 比例(

*

!

B

")

性别 女
"78

!

"#9*

"

男
!>

!

!9*

"

年龄!岁"

#

7* 7#>

!

()97

"

7*

"#

() >!7

!

>(9#

"

()

"#

>* 7!>

!

7798

"

&

>* (!

!

(9(

"

工作年限!年"

'

( ((!

!

(*97

"

$

(

"

* !>>

!

!*9(

"

$

*

"

!) 77+

!

7>9)

"

$

!) 7>)

!

7*9*

"

科室 内科
("7

!

>!98

"

外科
(7!

!

(>9!

"

妇产儿
(+

!

(9#

"

@̂W #(

!

#9#

"

其他
!)"

!

!!9+

"

续表
!

!!

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统计特征&

* "̀>!

'

项目 基本特征 比例(

*

!

B

")

现任职务 临床护士
8(7

!

889#

"

护理组长
!*>

!

!+9>

"

护士长
**

!

*9#

"

用工性质 正式护士
78+

!

7"9(

"

合同护士
++*

!

8)98

"

职称 护士
>8+

!

*)9*

"

护师
(!>

!

((9>

"

主管护师
!>7

!

!*9!

"

副主任护师
"

!

!9)

"

学历 中专
(*)

!

(897

"

大专
>*>

!

>#9(

"

本科
!(*

!

!>9(

"

硕士及以上
7

!

)97

"

接受循证护理培训 是
>)#

!

>(9>

"

否
*((

!

*+9+

"

B9B

!

循证实践知识*技能问卷得分总体情况
!

循证实践知识*

技能问卷条目均分为
(98+)Q)9">+

$条目最高分为
8

分#按

条目最高分的
!

'

(

以下#

!

'

(

"

7

'

(

#

7

'

(

以上将护理人员循证

实践知识*技能水平分为
(

组%低水平组!

#

79((

"占
897B

#中

等水平组!

79((

"

>9+8

"占
8+B

#高水平组!

$

>9+8

"占
!+9#B

$

各条目得分见表
7

$

表
7

!!

循证实践知识%技能问卷条目得分情况&

* "̀>!

'

条目 得分

评价自身实践活动效果的能力
>9!8)Q!9!>)

与同事分享新想法和信息的能力
>9!7)Q!97))

向同事宣传护理新观点的能力
>9)))Q!977*

发现临床实践中的分歧和不足的能力
(9"")Q!9!#(

持续考察和评估自己实践技能的能力
(9"*)Q!9!*7

电脑应用技能
(9#8)Q!9!"!

意识主要临床问题的类型与来源的能力
(9#()Q!9!((

将证据运用到个案护理中的能力
(98#)Q!97!(

确定证据实用性的能力
(98*)Q!9!*!

检索信息和证据的能力
(9+))Q!97*>

确定证据有效性的能力
(9*8)Q!9!8#

将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转化为研究问题的能力
(9**)Q!97)7

对证据!文献"质量进行分析和评价的能力
(9>))Q!97!#

科研能力
(9)*)Q!97(+

B9C

!

循证实践态度问卷得分总体情况
!

循证实践态度问卷条

目均分为
(9>!)Q)9(8!

$条目最高分为
*

分#按条目最高分

的
!

'

(

以下#

!

'

(

"

7

'

(

#

7

'

(

以上将护理人员循证实践态度水

平分为
(

组%低水平组!

#

!9+8

"为
)

#中等水平组!

!9+8

"

(9((

"占
>(9*B

#高水平组!

$

(9((

"占
*+9*B

$各条目得分见

表
(

$

B9D

!

循证实践行为问卷得分总体情况
!

循证实践行为问卷条

8!#!

重庆医学
7)!+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目均分为
!9**)Q)9*>)

$条目最高分为
*

分#按条目最高分

的
!

'

(

以下#

!

'

(

"

7

'

(

#

7

'

(

以上将护理人员循证实践行为水

平分为
(

组%低水平组!

#

!9+8

"占
+"9>B

#中等水平组

!

!9+8

"

(9((

"占
()9)B

#高水平组!

$

(9((

"占
)9+B

$各条目

得分见表
>

$

表
(

!!

循证实践态度问卷条目得分情况&

* "̀>!

'

条目 得分

认为严格评价证据的质量是循证实践过程的一个重要

步骤
(98()Q)9+*#

认为循证指南能改善临床服务质量
(9+#)Q)9+(*

相信实施循证实践将改善我为病人提供的护理质量
(9++)Q)9+7+

认为循证实践能给病人带来最好的临床服务
(9+()Q)9+8+

相信自己提供的护理是以证据为基础的
(9+7)Q)9+>#

认为循证实践是浪费时间
(9*7)Q)9#!>

对自己在工作岗位应用循证实践的能力有信心
(9>")Q)9+(7

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循证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9>+)Q)9+(7

相信自己能及时有效地检索出最佳证据来解决临床

问题
(9>!)Q)9+#7

确信自己能及时有效地实施循证实践
(9>))Q)9+78

知道如何去评价临床护理结局
(9(")Q)9++8

确信自己能实施循证护理
(97")Q)9+"7

相信自己能获取到实施循证实践的最佳资源
(97+)Q)9+)8

知道如何充分有效地应用循证护理来改变实践
(97))Q)9+7!

清楚知道循证护理的实施步骤
79"7)Q)98*8

认为循证实践很困难
79#8)Q)98))

表
>

!!

循证实践行为问卷条目得分情况&

* "̀>!

'

条目 得分

收集与患者问题相关的数据
!9#*)Q)9#"!

通过收集患者护理效果的数据评价某项护理措施
!9#))Q)9##(

依据患者护理效果的数据来改变自己的临床实践
!98>)Q)9#*)

与同事分享收集的关于患者护理效果的数据
!98()Q)9#*#

关于某项研究证据与同事进行非正式讨论
!9++)Q)987(

访问
@K]̂

等中文数据库
!9+7)Q)9"8)

评价临床实践改变的结果
!9+7)Q)98>"

应用证据改变我的临床实践
!9+!)Q)9+8*

与患者或家属分享从研究中得到的证据
!9>")Q)98()

提出关于临床实践的
Â@R

问题
!9>8)Q)98!(

阅读并严格评价某项临床研究报告$

!9>*)Q)98)*

与同事分享循证实践指南
!9>>)Q)9+"(

以报告或介绍的形式与多位!

$

7

"同事分享研究证据
!9>()Q)9+#8

使用循证实践指南或系统评价来改变自己的临床实践
!9>()Q)9++"

曾向同事推广循证实践的应用
!9>))Q)987!

严格评价某项研究证据
!9>))Q)9+++

与多学科团队的成员分享从研究中得到的证据
!9(#)Q)9+""

访问
@;:2I/3&

系统评价数据库
!9())Q)9+>>

B9E

!

循证实践知识*技能*态度*行为之间的关系分析
!

相关

分析结果显示#护理人员循证实践知识*技能与循证实践态度

呈正相关!

2̀ )9(+*

#

!

#

)9)!

"&循证实践态度与循证实践行

为呈正相关!

2̀ )9!8>

#

!

#

)9)!

"&循证实践知识*技能与循证

实践行为呈正相关!

2̀ )97"(

#

!

#

)9)!

"$

C

!

讨
!!

论

C9A

!

循证实践知识*技能
!

调查结果显示#成都市三级甲等综

合医院
"79#B

的护理人员循证实践知识*技能处于中等及以

上水平$与杨如美(

#

)研究结果相比较#成都市三甲综合医院护

理人员循证实践知识*技能得分低于湖南省三级医院护理人

员$可能原因为两项研究中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有差异#比

如杨如美(

#

)研究中正式编制护士*护士长占比均大于本次调

查#且样本量有较大差异&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国内护理科研

存在地区间的不平衡性(

"

)

$

条目分析发现#-科研能力.*-对证据!文献"进行分析和评

价的能力.*-将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转化为研究问题的能力.是

此次知识*技能问卷调查中得分最低的
(

个条目#与国内外调

查结果相似(

#

#

!)-!!

)

$可能是因为护理人员受教育水平仍以中

专和大专学历为主#缺乏综合归纳分析及统计推理等能

力(

!7-!(

)

#同时护理工作繁重*护理人力资源缺乏都使得护士没

有时间和精力去开展临床科研工作(

!>

)

$其次#传统护理研究

教学多注重研究方案设计及研究实施过程#常忽略对研究所获

证据质量的评价(

!*

)

$而缺乏证据评鉴能力和技巧是护理领域

开展循证实践的主要障碍(

!+-!#

)

$此外#靳英辉等(

!"

)分析国内

循证护理病案时也发现当前绝大多数循证实践文章很少提及

临床问题的转化$闫振成等(

7)

)研究发现循证教学模式能够提

高医学实习生的临床实践能力和病例分析能力#并能促进学生

良好的自学行为$提示在循证护理实践培训中应健全知识体

系#指导护士将临床问题转化为可操作的循证研究问题#并强

化证据评价的能力$

C9B

!

循证实践态度
!

调查结果显示#护理人员循证实践态度

总体处于中高水平#这表明成都市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护理人员

大多认识到了开展循证护理实践的价值和意义#总体上对循证

护理实践持积极态度#这跟国内外学者认为护理人员循证实践

态度较积极一致(

"

#

7!-77

)

$

条目分析发现#-护理人员认为循证实践很困难.#-清楚知

道循证护理的实施步骤.#-知道如何充分有效地应用循证护理

来改变实践.是此次循证实践态度问卷得分最低的
(

个条目$

虽然护理人员认可了循证实践的开展价值#但由于自身知识水

平*能利用的资源和获得的支持等条件的限制#其开展循证实

践的信心并不高(

!#

)

$虽然护理人员在工作中有尝试开展循证

护理实践#但较少严格按照循证实践步骤进行#因而对系统化

的循证护理实施步骤并不清楚$提示管理者应改变护理人员

的畏难情绪#给予支持和鼓励#指导其严格按照循证护理实践

的步骤实施#以提高护理人员循证护理实践的信心$

C9C

!

循证实践行为
!

调查结果显示#成都市三级甲等综合医

院护理人员循证实践行为总体处于中低水平#说明虽然循证实

践进入护理领域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但其实施情况并不乐

观$可能本次调查的部分护理人员循证实践行为尚停留在无

意图*意图或准备阶段$提示护理管理者应思考采取何种措施

去支持和激励护理人员将循证实践付诸行动$

条目分析发现#-访问
@;:2I/3&

系统评价数据库.是循证

实践行为问卷得分最低的一项$但由于其作为循证医学的外

文网站#并不为广大护理人员所熟知$提示护理人员应积极主

动查阅
@;:2I/3&

图书馆#阅读最新的系统评价#获得更严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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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以使自身的决策和护理更加科学化$而-与其他成员分

享研究所得的证据.得分也低#可能与当前循证教育中并未强

调证据分享的重要性有关$此外#-严格评价研究证据.的得分

也较低#这可能与国内护理人员批判性思维培养未形成体

系(

7(

)

#批判性思维能力不强#缺乏对证据的评价能力等有关$

C9D

!

循证实践知识*技能*态度*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
!

调查

结果显示#循证实践知识*技能*态度*行为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知信行.理论强调(

7>

)

#知识是形成积极态度的基础#正确的信

念和积极的态度是行为改变的动力(

7>

)

$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

知信行理论模式#提示可通过强化循证实践知识*技能#改变对

循证实践的态度#达到提高护理人员循证实践行为的目的$成

都市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护理人员循证实践知识*技能*态度总

体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而循证实践行为总体处于中低水平$

应加强学校和毕业后教育中循证护理实践能力的培养#在临床

工作中支持和鼓励护理人员开展循证护理实践#尤其是针对本

研究中发现的薄弱环节#应给予积极有效的改进措施#以提高

循证护理实践行为水平#促进护理质量的提升$本研究由于调

查范围有限#结果仅代表成都市三甲医院护理人员的循证实践

水平#不能代表全省及其他地区的水平$同时#除知识*技能*

态度对循证实践行为的影响外#护士人格特质*组织背景等影

响因素可做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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