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通过数显窗的读数即可得到总胆红素结果。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ＡＳ９．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

量资料以狓±狊表示，３组间数据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间数据

两两比较用配对狋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Ａ、Ｂ、Ｃ 组新生儿总胆红素分别为 （２８７．３±９４．６）、

（２８８．２±１０１．６）、（２７６．６±９７．４）μｍｏｌ／Ｌ，Ａ、Ｂ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狋＝０．２５０，犘＞０．０５）；与Ｃ组比较，Ａ、Ｂ组新生儿

总胆红素明显升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狋＝２．４８０、２．９４０，

犘＝０．０１９、０．００６）。

３　讨　　论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是新生儿常见疾病，高水平的胆红素

对大脑有毒性，严重者可导致核黄疸，引起新生儿脑部损伤，影

响其智力发育［８１０］，足月儿日龄在２４ｈ内者，血清总胆红素超

过２０５μｍｏｌ／Ｌ，２４～４８ｈ超过２９１μｍｏｌ／Ｌ，＞４８～７２ｈ超过

３４２μｍｏｌ／Ｌ，７２ｈ以上超过３７６μｍｏｌ／Ｌ为胆红素脑病的危险

水平［１１］。目前对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如

蓝光照射治疗、换血疗法、药物治疗等，可迅速有效将血清的总

胆红素降至安全范围，因此，临床上及时、准确、便捷的测出总

胆红素结果，动态监测新生儿总胆红素值的变化，及时采取有

效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

血清胆红素测定一直是诊断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金标

准［９］，具有准确、干扰因素少的优点，但需从新生儿的股静脉穿

刺抽血，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对患儿损伤重、疼痛明显、增加感

染和出血的机会，且费用高、耗时长，一般要２～３ｈ才能出结

果。而很多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后一致认为新生儿总胆红素测

定仪正好克服了以上弊病，具有结果准确、快捷方便（只需几分

钟即可出结果）、损伤小、费用低等优点，为患儿治疗争取了时

间，具有较深远的临床意义，已被临床广泛应用［５］。

临床对于病理性黄疸的患儿，尤其是新入院的患儿，一般

都会抽血做生化及血气分析等辅助检验，常常需要重复穿刺患

儿，给患儿生理和心理造成影响，甚至反复穿刺刺激引起患儿

病情变化，通过本文结果可以看出：足跟末梢血和股静脉血所

测总胆红素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因此，可

以用静脉血代替足跟末梢血，用新生儿总胆红素测定仪快速测

定微量胆红素结果，为患儿治疗争取了时间，为临床监测新生

儿胆红素动态变化的可用标本来源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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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高校毕业生规模不断增大与市

场所需技能型人才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同时随着地方本科院

校向技术型高校转型的推进，培养适应岗位需求的护理人才逐

渐成为普通医学院校的重要任务。《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

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推动专

业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的衔接，促进人才培养链和产业链的融

合，推动专业教学与生产实际的结合。但实际护理教育中理论

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一直存在［１２］，教学内容与实际工作无法

有效对接已严重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如何实现“教学与临床无

缝对接”是教育者亟待解决的难题。为此，在教育改革不断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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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背景下，有必要对本省临床护理工作任务进行调查分析，

旨在为学校进行调整课程设置、更新教学内容与完善人才评价

体系提供依据，为高校转型发展提供借鉴。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河北省５所医院的护士发放问卷，涵盖

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急诊、手术室及辅助科室等。纳入标

准为：（１）现今在护理岗位工作的人员，包括主管护师、护师、护

士。（２）在本单位完成了执业注册。排除标准：（１）专职从事护

理管理工作的人员；（２）护工类人员；（３）离退休返聘的护理人

员；（４）实习护生。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工具　本调查采用卫生部专门的不同层级护士工

作任务问卷，了解调查对象在日常护理工作中对１１５项护理任

务的执行频率。问卷由２部分内容组成：（１）个人及机构信息

（性别、年龄、学历、职称等）；（２）被调查者对各项工作任务的

执行频率进行等级评定，根据在过去１个月的工作中，执行某

一任务的次数多少分为６个等级，即从不、很少、比较少、一般、

比较多、非常多，分别由０～５分表示。卫生部已进行了大规模

调研，证实了调查问卷的信度与效度。

１．２．２　调查方法　样本量以问卷条目数的５～１０倍计算，并

考虑１０％～１５％的失访率，通过以上原则进行计算，初步拟定

选取的样本量为７８０例。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５所医院

（其中３所三级医院、２所二级医院）共７９８名护士进行横断面

调查研究。研究者协同各医院护理部专门负责该项研究的人

员共同组织发放和回收问卷。对护理部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

问卷的目标人群和填写要求及注意事项。问卷填写完毕由各

单位护理部负责人统一收回。共发放问卷７９８份，回收７７３

份，回收率为９６．８７％。有效问卷７３０份，有效率为９１．４８％。

１．３　统计学处理　资料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软件进行数据录入，

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

处理，各类别工作任务得分采用狓±狊进行描述，应用方差分析

比较不同职称、不同学历护士各类别任务得分的差异。检验水

准α＝０．０５，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　有效问卷７３０份中，男６５名，女

６６５名；年龄：１６～２０岁２名，＞２０～２５岁２２２名，＞２５～３０岁

２５３名，＞３０～３５岁１４３名，＞３５岁１１０名；学历：中专１１０名，

大专４３４名，本科及以上学历１８６名；职称：护士３６５名，护师

１９１名，主管护师１７４名；科室分布：调查对象分布内科、外科、

妇产科、儿科、急诊科、手术室及辅助科室，其中内科１７７名，外

科１５０名，妇产科８０名，儿科７９名，其他辅助科室共２４４名。

２．２　７个类别工作任务的执行频率结果　具体的１１５项工作

任务中，执行频率最高的５项是：执行查对制度、交接班、静脉

给药、用药前评估患者、医疗废弃物及其他危险品处理等；执行

频率最低的５项是：提供产后护理、正确煎制中药、监测胎心、

进行分娩中的护理、进行产前护理等。７个类别工作任务的执

行频率结果，见表１。

２．３　不同学历护士工作任务执行频率的差异分析　按照执行

频率平均得分的高低，将不同学历护士各项工作任务得分由高

到低进行排序，见表２。将不同学历护士各项任务执行频率平

均得分进行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学历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３。

表１　　７个类别工作任务的平均执行频率得分（狓±狊，分）

工作任务 条目数 得分 排序

药物治疗 ２０ ３．８７±０．６２ １

患者安全 １６ ３．５４±０．７８ ２

沟通交流 １０ ３．４４±１．００ ３

护理评估 １５ ３．４２±０．９７ ４

常规护理 ２６ ３．１９±０．９０ ５

健康教育 １０ ２．９２±１．２３ ６

特殊护理 １８ １．９９±１．０６ ７

表２　　不同学历护士工作任务执行频率排序

排序 中专 大专 本科及以上

１ 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

２ 患者安全 患者安全 患者安全

３ 沟通交流 护理评估 沟通交流

４ 常规护理 沟通交流 护理评估

５ 护理评估 常规护理 常规护理

６ 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

７ 特殊护理 特殊护理 特殊护理

表３　　不同学历护士工作任务执行频率得分比较（狓±狊，分）

工作任务 中专 大专 本科及以上

沟通交流 ３．２０±１．０９ ３．３７±１．００ ３．４９±０．９９

患者安全 ３．２６±１．１５ ３．５３±０．７７ ３．５６±０．７３

常规护理 ３．１３±１．３２ ３．１７±０．８３ ３．２２±０．９２

护理评估 ３．０９±１．２２ ３．４２±０．９１ ３．４６±０．９８

健康教育 ２．８９±１．０５ ２．９１±１．１６ ２．９５±１．２７

特殊护理 ２．０６±１．３１ ２．０１±０．９９ １．９９±１．０９

药物治疗 ３．７６±０．７２ ３．８６±０．５７ ３．８８±０．６４

２．４　不同职称护士工作任务执行频率的差异　按照执行频率

平均得分的高低，将不同职称护士各项工作任务得分由高到低

进行排序，见表４。将不同职称护士各项任务执行频率平均得

分进行方差分析发现，在健康教育方面不同职称间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其他项目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见表５。

表４　　不同职称护士工作任务执行频率排序

排序 护士 护师 主管护师

１ 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

２ 患者安全 护理评估 患者安全

３ 沟通交流 患者安全 沟通交流

４ 护理评估 沟通交流 护理评估

５ 常规护理 常规护理 常规护理

６ 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

７ 特殊护理 特殊护理 特殊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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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不同职称护士工作任务执行频率得分比较（狓±狊，分）

工作任务 护士 护师 主管护师

沟通交流 ３．４２±１．００ ３．５０±１．０３ ３．４２±０．９２

患者安全 ３．５６±０．７８ ３．５１±０．８１ ３．５１±０．７１

常规护理 ３．２０±０．８８ ３．２１±０．９０ ３．１９±０．９１

护理评估 ３．４２±０．９４ ３．５２±０．９６ ３．３７±０．９９

健康教育 ２．９５±１．２１ａ ３．０７±１．２９ ２．７１±１．１７ａ

特殊护理 ２．０７±１．０９ ２．００±１．１１ １．８６±０．９５

药物治疗 ３．８５±０．６０ ３．５９±０．６４ ３．８８±０．６１

　　ａ：犘＜０．０５，与护师比较。

３　讨　　论

３．１　临床护理工作任务分析有助于调整课程设置、明确教学

重点　高校转型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培养技能型人才的过程，

这就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而以工作任务

为导向、将岗位工作所需的知识与技能融入教学中，使学习内

容与工作任务保持一致，正是推进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有效途

径。本研究结果显示，“药物治疗”与“患者安全”始终是护理工

作的重点，尤其“执行查对制度”、“交接班”、“静脉给药”等条目

的执行频率最高。这就为根据工作任务动态调整理论与实践

教学安排提供了依据。另外，表１显示，“沟通交流”得分排在

第三位，但唐鲁等［３］调查研究显示沟通交流得分较低，分析原

因可能是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护士角色功能也更加广阔，做

好新时期的护患关系沟通已成为护理从业人员面临的重要课

题［４］。因此，根据岗位需求调整课程设置尤为重要，如增设人

际沟通课程，将人文素质教育贯穿人才培养的始终，培养真正

符合岗位需求的技能型人才，实现教学与实践的对接。加拿大

Ｂａｘｔｅｒ
［５］尝试应用“ＣＣＡＲＥ模式”来缩小理论与实践的差距，

即由专职教师、学生及临床教师共同商定临床必需的理论知

识，以此指导实践。张业芳等［６］通过调查临床中最常用的工作

任务来确立实习前强化训练教学内容及授课重点，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万晓燕［７］研究了将内科患者

住院过程的护理工作任务转变为学习领域的学习任务，提高了

教学效果与护生的综合能力，也为其他相关课程的教学改革提

供了借鉴。

３．２　临床护理工作任务分析能够为完善护理人才评价体系提

供借鉴　《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

中明确提出切实加强医教协同工作，深化院校教育改革，推进

院校医学教育与行业需求的紧密衔接、加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和适应性［８］。可见，行业需求已成为人才培养的风向标，是否

符合岗位需要成为护理人才评价的重要内容。对临床护理工

作任务进行分析，使评价考核重点与临床任务相一致，正是完

善人才评价体系的重要工作。表１显示“药物治疗”“患者安

全”“沟通交流”“护理评估”等方面内容得分较高；而单独条目

中，“执行查对制度”“交接班”“静脉给药”等执行频率较高，这

将为护理人才评价内容的制订提供方向。可见，临床护理工作

任务分析有助于以岗位需求为主线完善人才评价体系；有利于

从用人单位的角度制订人才评价标准、更新人才培养模式，实

现“校企共育”。

３．３　临床护理工作任务分析为制订不同层次护理人员的理论

学习与培训考核重点提供依据　本结果显示，不同学历与不同

职称护士各项工作任务执行频率排序不完全一致；不同职称护

士各项任务执行频率方差分析后，仅“健康教育”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不同学历与职称护士工作任务执行频

率高低的排序，为护理院校及各级医院根据不同层次护士工作

内容有所侧重的制订不同阶段的理论教学与培训考核重点提

供参考，真正实现院校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有机衔接，提升护理

人员的整体素质。不同学历与不同职称护士各项工作任务方

差分析比较并无显著性差异，可见，较高学历与职称护士的优

势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分层管理、分级别护理尚未全面展开。

今后研究中，可继续扩大样本量，了解不同层级护士工作内容

的异同，为护士分层管理与使用提供参考。

面对当前高等教育“转型改革”的新趋势，在部分地方本科

院校探索转型的背景下，实现教学与岗位需求的动态对接、向

技能型高校转型发展已成为普通院校护理教育者面临的重大

课题。以临床护理工作任务为纽带，加强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

的衔接，正是实现产教融合、培养技能型人才的有效尝试。本

次调查有助于发现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衔接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根据临床工作任务动态调整课程设置、更新教学内容及完

善人才评价体系，为培养适应岗位需求的高级护理人才提供借

鉴；同时为制订不同层次护理人员的理论学习与培训考核重点

提供参考，实现院校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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