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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核心能力是指不同专业类别#不同职级#不同岗位的

护士!在担当专业性护理工作中的各种预期角色时!为确保专

业性工作任务完成及其质量!所需具备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的

总和$

;

%

"护士核心能力是护理人员培训#绩效考核#护士职业

生涯发展中重要的参考依据$

1G7

%

"因此提高
\4Y

护士的核心

能力!才能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本文通过调查吉林省

\4Y

护士的核心能力现状!为护理管理者提高护士核心能力!

制定相应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D?

!

研究对象
!

1>;7

年
:

!

;1

月采用便利整群抽样的方法

对吉林省
O

所三甲医院和
7

所二甲医院共
6S>

名
\4Y

护士进

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6S>

份!经质量筛查最终获合格问卷

66C

份!有效问卷合格率为
:>DC<

"纳入标准(自愿参加者*取

得护士执业资格证书*在
\4Y

科室从事工作
;

年及以上者"

排除标准(未注册护士执业资格证书者*不在
\4Y

工作岗位的

护士&休假#进修等'*在
\4Y

工作不足
;

年者"在知情同意的

情况下!被调查护士以匿名方式独立完成问卷!并现场收回"

?D@

!

研究工具

?D@D?

!

一般资料的调查问卷
!

一般资料参考成守珍等$

C

%

\4Y

护士核心能力调查的资料做了一些修改!内容包括(年龄#护

龄#

\4Y

工作时间#科室种类等共
;C

项基本信息"

?D@D@

!

\4Y

护士核心能力调查表
!

\4Y

护士核心能力调查表

采用成守珍等$

O

%参照国内外
\4Y

护士工作与培训要求!设计#

修订形成
\4Y

护士专业核心能力调查表!本问卷包括共
7

个

维度#

S1

个条目!掌握和应用
\4Y

设置和管理能力#危重患者

护理能力#专科技术能力#教育和培训能力"采用
;

!

C

级评分

法!依次表示 -完全不具备此项能力#小部分具备此项能力#一

般具备此能力#大部分具备此项能力#完全具备此项能力."其

得分越高!表示
\4Y

护士专业核心能力越具高!其
A&

#

F$

系数

为
>D:C

!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本研究经相关部门的认可!对符

合条件的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现场发放问卷现场收回"

?D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L--;:D>

统计软件!双人核实进行

数据录入并进行数据分析"利用百分率#均值#标准差等描述

研究对象一般人口学特征!利用
4

检验#

!

1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

析和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
\4Y

护士核心能力在一般人口学上

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
!

$

>D>C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D?

!

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分布
!

研究对象的年龄
1>

!

7=

岁!平均&

1=D:C̀ CD;6

'岁!其中
1:

岁以下
;:6

人&

CSDO<

'"

研究对象中!已婚
;=>

人&

C6DS<

'!本科及以上学历
;7=

人

&

77D1<

'"护龄在
C

年及以下
;S7

人&

C;D:<

'!合同编制
;:7

人&

CSD:<

'!在三级医院工作
17S

人&

S6DS<

'"在综合
\4Y

工作
;S1

人&

C;D6<

'!责任护士
;::

人&

C:D7<

'!

\4Y

任职时

间在
6

年及以下
;S:

人&

C6D7<

'!有
\4Y

培训经验
1;;

人&

O6D

><

'!持有
\4Y

专科证书
;6S

人&

7>D:<

'"见表
;

"

表
;

!!

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f66C

&

项目 $

%

&

<

'% 项目 $

%

&

<

'%

年龄&岁' 职务

!'

1: ;:6

&

CSDO

'

!

护士长
7>

&

;;D:

'

!

6>

!

6: ;1>

&

6CD=

'

!

护理组长
7=

&

;7D6

'

!%

7> 11

&

ODO

'

!

责任护士
;::

&

C:D7

'

婚姻情况
!

其他
7=

&

;7D6

'

!

已婚
;=>

&

C6DS

'

\4Y

任职时间&年'

!

未婚
;CC

&

7OD6

'

!'

6 ;S:

&

C6D7

'

学历
!&

6

!

O :O

&

1=DS

'

!

中专
C6

&

;CD=

'

!&

O

!

: 1S

&

=D;

'

!

大专
;67

&

7>D>

'

!&

: 66

&

:D=

'

!

本科及以上
;7=

&

77D1

'

\4Y

培训经验

护龄&年'

!

有
1;;

&

O6D>

'

!'

C ;S7

&

C;D:

'

!

无
;17

&

6SD>

'

!&

C

!

;> S6

&

1;D=

'

\4Y

专科证书

!&

;>

!

;C 7O

&

;6DS

'

!

有
;6S

&

7>D:

'

!&

;C 71

&

;1DC

'

!

无
;:=

&

C:D;

'

任职方式 医院级别

!

在编
;7;

&

71D;

'

!

三级
17S

&

S6DS

'

!

合同
;:7

&

CSD:

'

!

二级
==

&

1OD6

'

科室种类

!

综合
\4Y ;S1

&

C;D6

'

!

专科
\4Y ;O6

&

7=DS

'

@D@

!

\4Y

护士核心能力现状
!

吉林省
\4Y

护士核心能力分

值范围
;

!

C

分!平均&

7D;1̀ >DO1

'分"各维度具体得分情况

掌握运用对危重患者护理的能力最高&

7D;C̀ >DO7

'分!依次为

教育和培训的能力&

7D;1`>DS6

'分#运用
\4Y

设置与管理的

能力&

7D;;`>DS;

'分#掌握和运用专科技术的能力&

7D;>`

>DS1

'分"

@DA

!

不同人口学特征对护士核心能力的比较分析
!

\4Y

护士

的核心能力在年龄#学历#护龄#

\4Y

任职时间上无显著性差异

&

!

&

>D>C

'"但是!在婚姻情况#任职方式#医院级别#科室种

类#职务#

\4Y

专业培训#

\4Y

专科证书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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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D>C

'"见表
1

"

表
1

!!

不同人口学特征护士核心能力的比较

!!!

分析%

%f66C

'

F 8̀

'分&

项目 核心能力
R

)

4 !

年龄&岁'

'

1: 7D>:̀ >DOC >D:>7 >D7>O

6>

!

6: 7D;=̀ >DCO

%

7> 7D;7̀ >DO1

婚姻情况 未婚
6D=S̀ >DO; COD67=

$

>D>;

已婚
7D;C̀ >DO>

学历 中专
6D:;̀ >DO7 >D1=6 >DSC7

大专
7D;7̀ >DO1

本科及以上
7D;:̀ >DO>

护龄&年'

'

C 7D>=̀ >DOC ;D11S >D>:O

&

C

!

;> 7D;Ò >DO;

&

;>

!

;C 7D11̀ >DCC

&

;C 7D;Ò >DC=

职务 护士长
7D>;̀ >DC= 6D7:= >D>;O

组长
7D16̀ >DCS

责任护士
7D;=̀ >DO6

其他
6D:;̀ >DO;

任职方式 在编
7D11̀ >DCC C=D7CC

$

>D>;

合同
7D>Ò >DOO

医院级别 三级
7D;Ò >DO> C1D76C

$

>D>;

二级
7D>6̀ >DOO

科室种类 综合
\4Y 7D>1̀ >DO7 C7D6OC

$

>D>;

专科
\4Y 7D16̀ >DC=

\4Y

任职时间&年'

'

6 7D>:̀ >DOS >D77= >DS;:

&

6

!

O 7D;Ò >DC7

&

O

!

: 7D1>̀ >DC;

&

: 7D;C̀ >DO7

\4Y

专业培训 无
6D:Ò >DO7 ;7D1>6

$

>D>;

有
7D11̀ >DC:

\4Y

专科证书 无
7D>Ò >DO6 ;CD1>1

$

>D>;

有
7D1;̀ >DC:

@DB

!

\4Y

护士核心能力与一般人口学资料的多元回归分析
!

以核心能力为因变量!一般人口学特征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

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科室种类#医院级别先后进入回归方

程"见表
6

"

表
6

!!

\4Y

护士核心能力与一般资料的多元回归

项目 偏回归系数&

P

'标准误差 标准化系数
%

4 !

常量
1SCDC1S =D7;: 61DS1O

$

>D>>;

科室种类
;;D7:= 7DOS7 >D;6S 1D7S7 >D>;7

医院级别
;;D;1C CD116 >D;;O 1D;6> >D>67

A

!

讨
!!

论

AD?

!

研究对象的群体特征
!

调查结果显示吉林省
\4Y

护士

的平均年龄&

1=D:C̀ CD;6

'岁!其中
6:

周岁以下占
:6D7<

!年

龄分布情况与文献$

C

!

S

%报道基本相符!再次证明!

\4Y

的工作

基本都是由年轻护士承担*年轻护士具有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和

相对较好的体力!是医院的主力军"从工作年限来分析!在

\4Y

工作
;

!

6

年的护士占
C6D7<

!这与成守珍等$

C

%文献报道

基本一致!每个医院的
\4Y

科室是年轻护士的培训基地!在这

里能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更有力提高护士的综合

素质"从临床护士的学历来看!随着近几年高等教育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人才服务于临床一线!在调查中大专和本科

学历的分别占
7>D><

#

77D1<

!从而有力促进我国护理事业的

发展"从专科培训来讲!一个专业的发展离不开持续不断培训

和学习!从本研究结果来看吉林省护士参加过
\4Y

专业培训

占
O6D><

!取得
\4Y

专科证书的占
7>D:<

"在进入
\4Y

工作

之前很多护士都需要经过专科培训才能胜任此工作!但专科培

训没有正规化#普及化#持有专科护士证书的护士还很少"由

于我国专科护士的培训实行的比较晚!处于起步阶段!有待于

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AD@

!

研究对象核心能力的现状分析
!

吉林省
\4Y

护士核心

能力得分为&

7D;1`>DO1

'分!说明吉林省
\4Y

护士核心能力

处于中上水平!高于成守珍等$

O

%对三甲综合医院
\4Y

护士的

研究!在核心能力各个维度中危重患者护理能力的维度得分最

高!为&

7D;C̀ >DO7

'分!表明随着近几年专科护士的培养!护士

危重患者护理方面包括基础护理#危重病&大手术后#各种脏器

的衰竭等'#危重患者的管道护理#营养支持#药物和疼痛的护

理#患者的康复护理及危重护理流程等方面掌握的较好"在掌

握和运用专科技术方面的维度得分最低!为&

7D;>̀ >DS1

'分"

与文献$

O

!

=

%研究的结果一致"说明
\4Y

护士对危重患者的

高级生命支持技术主要包括监护仪器和呼吸机的使用#实验室

危急值掌握#脑复苏#新技术新进展的知识掌握较弱!专科护士

的培训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培训内容应以新技术#新项目和

一些专科仪器的使用为主!补充专科护士的薄弱知识!是促进

护士学习的有效方法!进而提高专科护士的护理能力!提高护

理服务质量"

ADA

!

研究对象核心能力的相关因素分析
!

本研究通过单因素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已婚护士的核心能力得分高于未婚护士

&

!

$

>D>;

'!这与成守珍等$

O

%研究婚姻对核心能力没有影响的

结果不一致"由于本次调查中年轻护士较多&在
\4Y

工作
6

年

以下的'占
C6D7<

!由于临床工作时间短#经验不充足!正处在

职业发展的磨合期!专业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工作达不到完美

结合!只能将护理工作当成一项任务机械地去完成$

:

%

"在面对

\4Y

这种复杂的医患关系和快节奏#高风险#高负荷的工作!已

婚护士更能有效应对工作中的困难!其#社会阅历丰富与工作

经验丰富#家庭和工作状态稳定有关$

=

%

"不同科室的护士核心

能力有统计学差异!参加过
\4Y

培训的护士核心能力得分高

于未参加培训的护士!有专科证书护士核心能力得分高于无证

书的护士"王丽华等$

;>

%研究结果同样支持上述观点"说明在

培训或专科护士学习过程中能系统的学习专科知识和技能!进

一步提高了护士对各种危重患者护理能力!提高其核心能力!

促进临床护理的发展"提示护理管理者要加强护士的专业化

培训!向培养专家型护士的目标发展!使护理逐步走向国际化"

在编护士核心能力得分高于合同制护士!可能由于在编护士更

具有职业归属感!工作相对稳定有关"三级医院的护士核心能

力得分高于二级医院!与国内成守珍等$

CGO

%研究的不太一致"

其主要原因为(&

;

'其他学者研究的一般都是三级医院的护士!

对二级医院的护士研究的较少*&

1

'三级医院规模相对较大!接

受患者的数量多*&

6

'接受患者的病种多#病情重*&

7

'护士在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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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需要掌握更多的理论知识和操作

技能*&

C

'一些专科
\4Y

多设立在三级医院!二级医院较少"

ADB

!

研究对象核心能力的影响因素的分析
!

本研究显示!不

同科室的护士核心能力是不同的!这与李冰$

;;

%研究结果一致!

不同科室的护士核心能力与科室文化环境及临床特点有密切

关系"医院级别对核心能力有影响!这与成守珍等$

O

%研究的结

果不完全一致"可能原因是!医院规模大小与接受危重患者的

能力不同!三级医院有较强的实力和医疗水平!更倾向于患者

的信赖"护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相对较高!其核心能力也相对

较高"

总之!核心能力是护士综合能力的体现!其受到诸多因素

的影响"而且护士核心能力是通过日积月累的临床实践获得

的!护理管理者应对诸多因素进行实质性的干预才能不断地提

高护士的核心能力!从而提高护理质量$

=

%

"

参考文献

$

;

% 廖晓艳!彭刚艺!李亚洁!等
D

专业护士核心能力建设对护

理本科生专业能力培养的启迪$

K

%

D

护理研究!

1>;1

!

O

&

1O

'(

;C7>G;C71D

$

1

% 曾英玉!胡英!曾盈盈!等
D

广州市某
=

家三级甲等综合医

院手术室护士核心能力状况$

K

%

D

现代临床护理!

1>;6

!

;1

&

1

'(

;CG;=D

$

6

%

3!M!E)

]

$9

!

,M'QII)+,

!

0!'+)G5'&

#

'?D\+J'B$E)MI()M

B)"

#

!E!+E+NMI'+

%#

M$BE'B!

$

K

%

DKTNMI3$+$

%

!

1>>1

!

;>

&

1

'(

:CG;>1D

$

7

%

Ab&!

H

0D4)"

#

!E!+B

H

(

AB)+B!

#

E$+$&

H

I'I

$

K

%

DTNMI8)G

MN"

!

1>>=

!

76

&

7

'(

1;7G111D

$

C

% 成守珍!彭刚艺!刘华平!等
D

我国
;O

所三级甲等综合医

院
\4Y

护士专业核心能力的调查$

K

%

D

现代临床护理!

1>>=

!

1C

&

:A

'(

67G6OD

$

O

% 成守珍!彭刚艺!刘华平!等
D;O

家三甲综合医院
\4Y

护

士专业核心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K

%

D

中国护理管

理!

1>>=

!

=

&

=

'(

6=G7>D

$

S

% 章启秀!黄丽华!国秀娣!等
D7

家三甲综合医院护士的核

心能力现状调查与对策$

K

%

D

护理与康复!

1>>;

!

;>

&

7

'(

1:;G1:6D

$

=

% 肖江琴!王喜华!李萍!等
D

重症监护病房专科护士核心能

力的调查分析$

K

%

D

护理研究!

1>;>

!

17

&

=

'(

;:::G1>>;D

$

:

% 吴菲
D

辽宁省
C

所三甲等医院护士核心能力现状调查与

分析$

2

%

D

沈阳(中国医科大学!

1>>:D

$

;>

%王丽华!毕越英!刘佳
D

北京市
\4Y

专科护士资格认证

培训效果评价$

K

%

D

护理管理杂志!

1>>:

!

7

&

7

'(

1>G1;D

$

;;

%李冰
D

临床护士核心能力现状调查$

K

%

D

护理实践与研究!

1>;1

!

:

&

;6

'(

7GOD

&收稿日期(

1>;OG>CG11

!

修回日期(

1>;OG>=G;>

'

&上接第
7=C;

页'

的短期疗效!并未进一步随访
MFPTL

治疗对心衰患者远期预

后的影响"随访观察
MFPTL

治疗对心衰患者远期预后的影

响!可能为
MFPTL

在急性失代偿心衰的临床应用提供更多的

循证医学证据"

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MFPTL

对急性失代偿心

衰患者的短期疗效优于硝普钠!并且可改善心功能!抗炎作用

也强于硝普钠!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

参考文献

$

;

%

9N@$EEN-

!

-B'$MM!EE$-

!

Z$&!+E'Z

!

!E$&DT$EM'NM!E'B

#

!

#

G

E'J!I

(

$+N

#

J$E!)+@')$BE'R'E

H

!

#

)E!+E'$&EF!M$

#

!NE'BNI!

!

$+J'"

#

&'B$E')+'+B$MJ')R$IBN&$MJ'I!$I!I

$

K

%

DA"K?

H

G

#

!ME!+I

!

1>>=

!

1;

&

S

'(

S66GS7;D

$

1

%

-N_

!

[!'.

!

[!'0

!

!E$&D,((!BEI)(MFPTL)+"

H

)B$MJ'$&

('@M)I'I$(E!M"

H

)B$MJ'$&'+($MBE')+'+M$EI

$

K

%

D\+EK4&'+

,b

#

L$EF)&

!

1>;C

!

=

&

O

'(

O7>SGO7;CD

$

6

%

?N+E&!

H

P5

!

\BF'Q'/

!

-$+

%

$M$&'+

%

F$"-K

!

!E$&DPGE

H#

!

+$EM'NM!E'B

#

!

#

E'J!$+J!bEM$B!&&N&$M"$EM'b

#

M)E!'+'+E!MG

$BE')+I'+FN"$+B$MJ'$B('@M)@&$IEI

$

K

%

DK4!&&LF

H

I')&

!

1>;>

!

11C

&

;

'(

1C;G1CCD

$

7

%

?!K.

!

4F!+W0

!

4F!+P0

!

!E$&DPGE

H#

!+$EM'NM!E'B

#

!

#

G

E'J!$EE!+N$E!IB$MJ'$BF

H#

!MEM)

#

F

H

R'$EF!EM$+I()M"'+

%

%

M)UEF($BE)MGII;

)

I"$JS

#

$EFU$

H

'+R'R)$+J'+R'EM)

$

K

%

D

4&'+,b

#

LF$M"$B)&LF

H

I')&

!

1>;>

!

6S

&

6

'(

1=6G1=:D

$

C

%

[!IE"$+L4

!

0'

#

'+IQ'3K

!

0N

%

!M2

!

!E$&D\+(&$""$E')+$I

$JM'R!M)($JR!MI!&!(ER!+EM'BN&$MM!")J!&'+

%

$(E!M$BNE!

"

H

)B$MJ'$&'+($MBE')+

$

K

%

DKA" 4)&&4$MJ')&

!

1>;O

!

OS

&

;S

'(

1>C>G1>O>D

$

O

%

-)+

%

_

!

_F$)i

!

0'N3

!

!E$&D9!B)"@'+$+EFN"$+@M$'+

+$EM'NM!E'B

#

!

#

E'J! $EE!+N$E!I EM$N"$G

)

F$!")MMF$

%

'B

IF)BQG'+JNB!J$BNE!&N+

%

'+

]

NM

H

EFM)N

%

F'+F'@'E'+

%

)b'J$G

E'R!IEM!II$+JEF!T8GQ$

##

$PGJ!

#

!+J!+E'+(&$""$E)M

H

)

33LG:

#

$EFU$

H

$

K

%

D\+EK,b

#

L$EF)&

!

1>;C

!

:O

&

O

'(

7>OG

7;6D

$

S

%

4$)i

!

i'$?W

!

_F$+

%

/

!

!E$&DLM)E!BE'R!!((!BE)(&

H

)

#

F'G

&'*!JM!B)"@'+$+EFN"$+@M$'++$EM'NM!E'B

#

!

#

E'J!)+M!+$&

'IBF!"'$

)

M!

#

!M(NI')+'+

]

NM

H

'+"'B!

$

K

%

D.!+!E3)&9!I

!

1>;C

!

;7

&

7

'(

;66>>G;66;;D

$

=

%

Z)&

#

! 3DT$EM'NM!E'B

#

!

#

E'J!I$+JB$MJ')GM!+$&J'I!$I!

$

K

%

D\+EK4$MJ')&

!

1>;7D;SO

&

6

'(

O6>GO6:D

$

:

% 王成军!严凤琴!蔡智荣
DP

型利钠肽动态变化对老年心

衰患者心脏事件的预测价值$

K

%

D

中国老年学杂志!

1>;;

!

6;

&

;>

'(

;SO7G;SOOD

$

;>

%赵子粼!叶常青!罗建春!等
D

重组人脑利钠肽对急性心肌

梗死大鼠心功能和心肌细胞凋亡的影响$

K

%

D

山东医药!

1>;1

!

C1

&

7S

'(

;6G;CD

$

;;

%钟小兰!景江新!班努库肯!等
DMFPTL

对慢性心力衰竭大

鼠心室重构及心功能的保护意义$

K

%

D

重庆医学!

1>;C

!

77

&

1C

'(

67OOG67O:D

$

;1

%

0R3W

!

2!+

%

-0

!

0)+

%

i8DMFPTLEF!M$

#H

B$+'"

#

M)R!

B&'+'B$&)NEB)"!I$+JM!JNB!'+GF)I

#

'E$&")ME$&'E

H

B)"G

#

$M!JU'EFJ)@NE$"'+!'+F!$ME($'&NM!

#

$E'!+EI

(

$"!E$G

$+$&

H

I'

$

K

%

DPMK4&'+LF$M"$B)&

!

1>;O

!

=;

&

;

'(

;S7G;=CD

&收稿日期(

1>;OG>OG17

!

修回日期(

1>;OG>=G;1

'

:==7

重庆医学
1>;O

年
;1

月第
7C

卷第
67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