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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规范化培训是指护理专业院校的毕业生在完成基础

教育后#在医院接受规范的护理专业化培训(规范化培训是帮

助年轻护士成长的重要手段#也是培养合格护理人才的重要环

节!

&

"

(新毕业护士规范化培训周期为
$

"

(

年#以+三基三严,

为重点#强化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基本操作技能#落实临床

基础护理!

$

"

(通过加强对护理人员的培训#不仅能提高护理人

员的综合素质#也能提高患者对医院的满意度!

(

"

(刚毕业的护

士虽然掌握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和护理操作技能#但由于毕业院

校不同#学历层次不同及所在医院岗前培训模式不同#他们的

护理能力良莠不齐#与现代护理岗位要求仍存在较大的差

距!

!

"

(通过规范化培训可以提高护士临床综合能力#提升人文

素养#促进护理队伍建设#提高临床护理服务质量(目前国内

对护士规范化培训质量仍缺乏统一的管理体系#一项对全国
'

省市
&%(

所医院护士规范化培训的调查显示#

(-"!W

的医院培

训阶段)培训方式各不相同!

'

"

(质量管理是控制规范化培训效

果的关键环节#制订有效的)科学的质量管理模式是保证护士

规范化培训质量的重要手段(

$%&!

年
-

月#本院护理部将自

制的表格式电子记录手册应用到护士规范化培训工作当中#实

现对培训质量的全程管理#应用效果良好#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全院规范化培训护士
&!,

名#男
-

名#女
&(-

名#平均年龄$

$$"!!Y&"(

%岁*专科
&$)

名#本科
$$

名(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奇数为对照组#偶数为观察

组#各
+!

名(

!""

!

方法

!"""!

!

对照组
!

采用跟班带教或一对一带教法#新入职护士

进入科室后#首先接受科室组织的入科宣教#介绍科室环境)人

员)岗位职责及规章制度等#之后每位护士在一个导师指导下#

跟随导师上班学习(

!""""

!

观察组
!

在传统培训模式中增加表格式电子记录手册

管理方法#具体方法如下(

!"""""!

!

表格式电子记录手册的建立
!

本院护理部根据重庆

市护士规范化培训目标及要求#结合本院护理工作实际情况制

订了表格式电子记录手册考核目标及内容(该手册由
(

个部

分组成#即规培生信息表)教学实施记录表和综合考核评价表(

综合考核评价标准实施百分制#评价等级分为优)良)中)差

!

级(

!""""""

!

表格式电子记录手册的应用
!

由护理部将表格式电

子记录手册通过内网邮箱发放给科室带教护士长#当规培学员

转入科室的第
&

天$每批规培生
&$

周轮换科室
&

次%#带教护

士长实时填写规培学员个人信息及本科室的教学实施计划表(

然后将规培生+一对一,分配给带教老师#带教老师向带教护士

长反馈规培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带教护士长每周填写培

训效果#并制订持续整改措施#监督每周的培训质量(

!"""""#

!

管理方法
!

培训期间#护理部定期到临床检查表格

式电子记录手册#查看科室是否根据培训目标及要求制订培训

计划#随机抽查规培生#以便了解计划落实情况#及时指出存在

的问题#并现场指导如何科学地使用表格式电子记录手册(规

培生出科时#带教护士长将表格式电子记录手册进行整理汇总

后#通过内网邮箱上报至护理部(护理部每月召开规培生培训

质控分析会#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持续进行教学质量

改进(

!"""""$

!

评价方法
!

将规培生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对

照组应用传统的管理模式进行干预#观察组应用表格式电子记

录手册进行管理($

&

%不良事件发生情况由带教护士长和带教

老师记录)评价($

$

%采用自行设计+护士规培生满意度调查问

卷,#进行满意度调查(该问卷共
&%

道单选题#采用
\4Z?=@'

级标度法#分为很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满意

率
d

$很满意
h

满意%'调查总数
i&%%W

(利用该量表进行预

实验#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该量表
/=9BE8:He3

"

值为

%",)(

#内容效度为
%",+)

#表明此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较好#可

在临床工作中推广使用(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7>>&+"%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以
"Y#

表示#采用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研究对象的满意度的比较
!

带教护士长)患者及家

属对两组规培生满意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两组研究对象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
!

两组研究对象不良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

$%&)

年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学科研计划$

$%&)L>VL&&-

%(

!

作者简介&魏丽$

&-,![

%#本科#主管护师#主要从事

护理教育方面的工作(

!

%

!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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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率差异有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研究对象满意度的比较%

W

&

组别
%

带教护士长满意度 患者及家属满意度

对照组
+! -&"& -%"%

观察组
+! -)"$ -,"+

表
$

!!

两组研究对象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

组别
%

不良事件发生率!

%

$

W

%"

对照组
+! ,

$

&%",

%

观察组
+! $

$

$"+

%

#

!

讨
!!

论

!!

护理质量是医疗质量的基本保证#建立完善的护理质量监

管体系#探索质量持续改进的有效方法#是新时期医院质量管

理的需要!

)

"

(王欣然等!

+

"指出培训质量控制是护士规范化培

训的关键环节和重点内容#直接决定着培训的整体质量和水

平#是对培训效果的全面检验#也是保证培训质量的关键(骆

金铠等!

,

"建议应加强护士培训的信息化建设#通过信息化手段

减少冗杂的轮转)考试考核环节#优化管理方式#提高管理

质量(

#"!

!

表格式电子记录手册的建立能降低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

率#提高毕业后护士规范化培训管理质量
!

本研究结果显示#

使用表格式电子记录手册降低了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可能的原

因是临床带教护士长借助表格式电子记录手册每周收集整理

学员临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制订改进措施#持续跟踪

检查#这就保障了带教护士长持续动态地了解学员的临床工作

状况#加强了对学员的监督#这与汪桂琴等!

-

"的研究结果一致#

其研究显示对护理人员+缺乏过程监督,占不良事件发生原因

的
!&W

(同时#在学员入科的第
&

天#带教护士长组织学员进

行入科谈话#并了解学员个人信息#熟悉学员个性特征#这让学

员有了较强的职业归属感#增强了学员的主人翁意识#同时感

受到科室对自己的重视程度(该手册的使用不仅仅需要护士

长制订理论及操作考核目标#更需要注重学员人文素养的培养

及考核#增强了学员工作的责任心(张卫红等!

&%

"对不良事件

发生原因的研究显示#护士的重视度及责任心不够强是导致不

良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实行有效的管理#可使护理

工作做到有预见性)有防范性#把各类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

态!

&&

"

(传统的护理培训管理模式只是为带教而带教#忽略有

计划)有目的的培训和全方位的评价及持续改进和追踪#但是

规培学员存在工作时间短)临床经验不足)责任心不强)护患沟

通能力差等问题#因此需要采取科学的管理模式#以减少不良

事件的发生(

#""

!

表格式电子记录手册的建立#提高了患者及家属满意度

!

通过表格式电子记录手册的建立#观察组患者及家属的满意

度为
-,"+W

#比对照组高(将患者及家属的表扬或投诉的次

数)沟通能力)服务态度等均纳入考核目标(在毕业后护士规

范化培训过程中#不仅仅需要注意理论与操作技能的培养#更

应注重学员的人文素养的提高(赵桂花等!

&$

"的研究发现#在

护理活动中采用人性化管理模式#不仅能调动护士的工作积极

性#而且能提高患者的满意度(传统管理模式仍偏重规培生技

能操作能力的培养#而忽视软文化如人文素养)健康教育及沟

通技巧的培训(表格式电子记录手册管理模式注重规培生全

方位能力的管理#且将沟通能力)患者投诉次数)服务态度作为

重点考核目标#因此规培生在日常工作中更加注重软文化的

提升(

#"#

!

表格式电子记录手册的建立#提高了带教护士长满意度

!

带教护士长使用表格式电子记录手册#能够有计划地安排工

作#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处理#提高工作效率#减轻工作压力(带

教护士长入科时对规培生进行入科宣教#建立良好的师生关

系#平时工作中与学员沟通良好#关系融洽#学员个人归属感增

强#带教护士长也在愉快的工作氛围中完成带教工作#从而有

利于带教质量的提高(当规培生轮转至下一个科室时#带教护

士长可清晰全面了解规培生在上一个科室的表现#因此方便制

订带教计划与目标#提高工作效率(

#"$

!

表格式电子记录手册的建立#提高了护理规培生的自我

效能感
!

自我效能感于
&-++

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心理学

家班杜拉提出#是指人们成功地实施和完成某个行为目标或应

付某种困难情景能力的信念!

&(

"

(通过利用表格式电子记录本

全程监督与管理#护理规培生的操作技能)理论知识以及人文

素养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增强了工作满意度#提高了护

理规培生的自我效能感(管理学家罗宾斯将工作满意度定义

为&个人对他所从事工作的一般态度#并且认为一个人的工作

满意度高#对工作就可能持积极的态度*工作满意度低#对工作

就可能持消极的态度(因而个人对所从事工作的评价直接影

响了工作效果#自我效能感对工作满意度有积极的影响!

&!

"

(

综上所述#科学的管理是提高规培护士临床综合能力的关

键#管理者的重视程度是保障培训质量的重要前提(本院设计

并运用表格式电子记录手册#根据带教老师的反馈信息#及时

调整培训计划#体现了管理的机动灵活性#同时实现了护理部
*

科护士长
*

带教老师对规范化培训学员的全程监督与管理#保

证了培训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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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相对较少的新型口服抗凝药物(因此#达比加群酯降低非瓣

膜房颤患者中风风险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已得到公认#各大指南

已将其列为房颤卒中预防的适应证#

$%&!1R1

'

1//

'

RJ>

最

新房颤指南首次将达比加群酯作为
M;1]

高危患者
'

类推

荐!

&$

"

(目前#

]T1

增加的达比加群酯新适应证包括深静脉血

栓$

T;<

%与肺动脉栓塞$

76

%治疗及复发风险的降低(然而#

所有前期研究均针对房颤的卒中预防#对于心房已形成的血栓

是否能够溶解消除#尚不清楚(

本文报道
$

例房颤患者#并不是房颤卒中的高危患者#

/R1T>*;1>/

评分仅
&

分#依据指南可选择抗凝或阿司匹林

治疗#而
$

例患者药物依从性差#不愿服药而自行停用华法淋

抗凝治疗导致左房血栓形成(在发现左心耳血栓后#给予达比

加群酯
&&%A

I

$每天
$

次%治疗#分别于
&

个月和
(

个月后血

栓消失#表明达比加群酯对已形成的左心耳血栓可能有一定溶

解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是达比加群与凝血酶的活性位点结

合!

&

#

&(*&'

"

#不仅可以特异并可逆性地抑制游离凝血酶的作用#

而且可以抑制与血块结合的凝血酶的作用#阻止纤维蛋白原裂

解为纤维蛋白#另外可以抑制凝血因子
!

)

1

)

2

)

3

)

4

及

凝血酶诱导的血小板聚集达到抗凝作用#阻止血栓进一步形

成#同时人体会启动纤维蛋白溶解系统使已形成的血栓破坏#

从而使已形成的左心耳血栓消除#当然达比加群酯参与其中的

具体机制还不是十分清楚(但本文
$

例患者#从病史推测发生

血栓的时间不长#且血栓体积不是很大(对于时间较长和血栓

体积较大的情况#能否达到同样的效果需要更多的病例来

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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