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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评价临床实习学生测量儿童体格数据的可信度%方法
!

采用方便抽样!收集实习学生入科培训后及出科时

对婴幼儿头围&身长及顶臀长的测量数据!同步收集带教老师的复测数据!比较实习学生与带教老师的测量差异%采用测量者之

间测量差异绝对值的均值"

49Z

$&关键差异值百分率等指标描述数据的可信度%结果
!

入科时头围&身长及顶臀长的
49Z

分

别为
%&0)

&

%&FF

及
%&/$KC

!出科时分别为
%&'%

&

%&0'

及
%&F$KC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

$%入科时头围&身长及顶臀长数

据属于较好质量标准的关键差异值百分率分别为
0$&FX

&

F/&%X

及
')&%X

!出科时分别提高至
F'&FX

&

-%&%X

及
F(&%X

!出科时

头围&身长及顶臀长属于错误的数据分别为
$(&%X

&

$%&%X

及
$'&%X

%结论
!

临床实习学生测量儿童身长数据质量较好!头围及

顶臀长测量值存在较大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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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医学生临床实践教学愈来

愈受到重视)临床实习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从

课堂走向临床*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过渡阶段'

$

(

)加强对医学生

临床实习质量的管理#有助于学生临床技能的培训#保障医疗

质量#减少医疗差错'

1

(

)近年来#医学教育领域对医学生临床

实习质量的综合评价进行了较多的研究'

'.F

(

#但对医学生按教

学计划完成实习任务后其单项操作技术的质量与临床质量标

准的比较报道较少)体质量*身高$身长&*头围*坐高$顶臀长&

是儿科临床常用的衡量儿童体格生长指标'

)

(

#准确的体格指标

测量值是评价儿童生长发育及营养状况的基础#错误的测量数

据可导致对生长参数不正确的解释而出现误诊或过度干预'

-

(

)

因此#对常用的儿童体格指标测量是儿科临床的基本操作#儿

科医生和护士均需熟练掌握)由于体格测量方法相对简单#容

易掌握#对儿童无伤害#在临床中实习学生掌握了测量方法后

即可在老师的指导下独立操作#但因学生的临床经验不足#其

体格指标的测量数据准确性有必要进行评价和分析#以保障基

础工作质量#改进临床教学方法)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
1%$F

年
'

月至
1%$)

年
'

月在本院儿保

科实习的护理学专科生作为研究对象)收集
$%

批次
1%

名实

习生测量在儿保科健康体检的
0%%

名婴幼儿的头围*身长*顶

臀长数据)其中入科培训后测量
1%%

名#出科时测量
1%%

名)

男
1$1

例#女
$//

例#年龄
$

!

$0

个月#平均$

/&1)G-&)$

&月)

婴幼儿家长知情同意)

A&B

!

方法

A&B&A

!

测量工具
!

身长*顶臀长的测量工具采用临床使用的

)')0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

1%$'U1%$0

年度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国卫办医涵'

1%$'

(

F00

号&)

!

作者简介$尹华英$

$()FU

&#主任护师#本科#主

要从事儿童生长发育*儿童营养及营养干预研究)



标准婴幼儿测量床#头围测量工具为塑料软尺)为确保测量工

具的精确性#数据收集前按操作规程常规检查测量床两侧的数

据标尺读数是否一致#进行调整以达到标准要求#头围软尺与

标准钢尺进行比对#差异超过
%&$KC

即更换)

A&B&B

!

入科培训后体格指标测量数据收集
!

按照临床实习计

划及科室规范的带教流程#学生入科第
$

天首先由科室主管带

教老师介绍科室环境及工作流程#利用多媒体讲解体格测量方

法及要点#然后使用婴儿模型示范测量方法#学生掌握测量方

法后开始收集测量数据)首先由学生对儿童的头围*身长*顶

臀长进行测量#每项指标测量两次并记录)老师对同一儿童进

行复测#每项指标测量两次)学生和老师的测量数据不核对*

不更改)每位学生随机连续测量
$%

名婴幼儿的头围*身长*顶

臀长)

A&B&C

!

出科时体格指标测量数据收集
!

学生按实习计划完成

儿保科
0

周的实习任务#其中体格指标测量
1

周#学生需在老

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体格测量
$%%

!

$1%

人次)于实习结束出

科前
$

天收集第二阶段的测量数据#数据收集方法及例数同第

$

次#学生测量后由同一位带教老师进行复核#分别记录各自

的测量值)

A&B&D

!

测量数据可信度描述指标
!

参考相关研究'

/.$F

(选择测

量技术误差$

<[4

&*测量者之间测量差异绝对值的均值

$

49Z

&*最大测量差异值$

4DO

&*组间相关系数$

R55

&*关键差

异值的百分率描述数据的可信度)其中
<[4

越小#测量数据

越精确#可信度越高)

49Z

是指不同的测量者对同一组测量

指标进行测量产生的差异的平均值#

49Z

越小测量数据差异

越小#数据越精确)

R55

取值为
%

!

$

#

R55

越大测量结果的可

重复性越好#测量误差越小)参照相关文献'

$'.$F

(及具体临床

实践#头围的测量者之间关键差异值!

&

%&1FKC

*

#

%&F%KC

*

'

%&FKC

#身长及顶臀长的测量者之间关键差异值!

&

%&F%

KC

*

#

$&%KC

*

'

$&%KC

#计算出关键差异值的百分率)当测

量者之间的头围测量差异小于或等于
%&1FKC

#身长或顶臀长

测量差异小于或等于
%&FKC

#测量质量良好%当头围测量差异

大于或等于
%&FKC

#身长或顶臀长测量差异大于或等于
$&%

KC

时#测量数据质量差)

A&C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由未参加研究的
1

人共同录入
[OK>B

表#检查数据无录入错误后#进行统计分析)

49Z

的差异比

较采用
L

检验#关键差异值的百分率的差异采用
!

1 检验#

!

#

%&%F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头围测量数据的可信度
!

入科培训后及出科时头围测量

数据的
49Z

分别为
%&0)KC

和
%&'%KC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F

&)入科时和出科时学生与带教老师之间的关键差

异值小于或等于
%&1FKC

分别为
0$&FX

和
F'&FX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F

&%关键差异值大于或等于
%&FKC

分别为

'/&FX

和
$(&%X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

&)见表
$

)

表
$

!!

入科时和出科时头围测量数据的可信度比较

时间
&

49Z

$

KC

&

<[4

$

KC

&

R55

&

%&1FKC

#

%&FKC

'

%&FKC 4DO

入科时
1%% %&0) %&0) %&(/ 0$&FX )$&FX '/&FX '&%F

出科时
1%% %&'% %&1/ %&(( F'&FX /$&%X $(&%X $&'F

B&B

!

身长测量数据的可信度
!

入科时及出科时身长测量数据

的
49Z

分别为
%&FFKC

和
%&0'KC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

&#入科时和出科时学生与带教老师之间的关键差异值小

于或等于
%&FKC

分别为
F/&%X

和
-%&%X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F

&%关键差异值大于或等于
$&%KC

分别为
$1&FX

和

$%&%X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F

&)见表
1

)

表
1

!!

入科时及出科时身长测量数据的可信度比较

时间
&

49Z

$

KC

&

<[4

$

KC

&

R55

&

%&FKC

#

$&%KC

'

$&%KC 4DO

入科时
1%% %&FF %&0/ $&%% F/&%X /-&FX $1&FX 1&$

出科时
1%% %&0' %&0% $&%% -%&%X (%&%X $%&%X $&/

B&C

!

顶臀长测量数据的可信度
!

入科时及出科时顶臀长测量

数据的
49Z

分别为
%&/$KC

及
%&F$KC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F

&)入科时和出科时学生与带教老师之间关键差异

值小于或等于
%&FKC

分别为
')&%X

及
F(&%X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F

&%关键差异值大于或等于
$&%KC

分别为

'%&%X

和
$'&%X

#差异有统计学差异$

!

#

%&%F

&)见表
'

)

表
'

!!

入科培训后及出科时顶臀长测量数据的可信度比较

时间
&

49Z

$

KC

&

<[4

$

KC

&

R55

&

%&FKC

#

$&%KC

'

$&%KC 4DO

入科时
1%% %&/$ %&-1 %&(/ ')&%X -%&%X '%&%X '&)

出科时
1%% %&F$ %&0F %&(( F(&%X /-&%X $'&%X 1&%

C

!

讨
!!

论

!!

体质量*身长*头围*顶臀长是临床最常用的评价儿童体格

生长状况的指标'

F

(

)体格指标的测量是儿科医生及护士需掌

握的基本技能之一#也是医学生尤其是护理专业学生在实习期

间接触较多的基本操作技术)因体质量测量数据的准确性较

多的受测量工具自身精确度的影响#而受测量者技术的影响较

小#容易获得较为准确的数据'

$$

#

$0

(

#因此本研究未纳入分析)

头围*身长及顶臀长等体格指标的测量数据的精确度受测

量者临床经验*测量技术的熟练度*婴幼儿的年龄及配合情况*

测量方法的复杂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

#

$1

(

)测量者需具有熟练

的操作技术#丰富的临床经验#恰当的安抚婴幼儿紧张情绪的

技巧#在儿童配合良好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较精确的测量值)本

研究表明#入科时通过带教老师的操作示范和讲解#学生并没

有熟练掌握测量方法的关键要点#获得的数据可信度差#头围*

身长*顶臀长的
49Z

分别为
%&0)

*

%&FF

及
%&/$KC

#其差异大

于相关的报道'

$0.$F

(

)头围和顶臀长测量数据达到良好质量标

准的不足一半$分别为
0$&FX

和
')&%X

&#身长数据达到良好

质量标准的仅
F/&%X

#学生与带教老师在头围*身长及顶臀长

的最大测量差异值分别达
'&%F

*

1&$

及
'&)KC

)其原因为学

生缺乏实践经验#操作不熟练#尤其是面对哭闹挣扎的婴幼儿

会感到一定程度的紧张#缺乏安抚技巧#不知道如何让婴幼儿

身体放松以配合测量'

/

(

#导致在测量时儿童不能保持标准体

位#因此测量数据的准确度差)

经过
0

周的临床实习#

$%%

多次的测量实践后#在出科时

学生对头围*身长及顶臀长的测量数据
49Z

分别为
%&'%

*

%&0'

和
%&F$KC

#与相关的临床研究结果一致'

$F

(

#与入科时的

49Z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

&)头围*身长及顶臀

长的
<[4

分别为
%&1/

*

%&0%

及
%&0FKC

#与文献'

(

#

$0

(研究结

果相近)头围*身长*顶臀长达到较好质量标准分别为
F'&FX

*

-%&%X

和
F(&%X

#较入科时有明显的提高#说明学生经过临床

实习后测量的体格指标数据整体质量有了较明显的改善)学

生经过反复的操作实践后有了经验的积累#对测量方法及关键

环节有了较好的理解和把握#熟练度明显提高#也学会了对婴

幼儿的沟通安抚技巧#能让大多数婴幼儿配合测量并保持标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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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量体位#学生自身的紧张心理亦有减轻#因此获得的测量

数据可信度提高)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头围*身长*顶臀长
'

项体格指标中#

身长测量技术容易掌握#出科时有三分之二的测量数据能达到

较好的质量标准#其结果与相关报道一致'

$$

#

$F

(

#但头围和顶臀

长测量数据精确度有待提高)头围的测量方法不易掌握#其原

因为头围测量要求软尺定位准确#在前面需经过双侧眉弓上

缘#后面经过枕骨粗隆)实习学生因操作方法不够熟练#测量

时软尺容易从枕骨粗隆下滑#或软尺松紧度掌握不好#若遇婴

幼儿不配合头部晃动则软尺固定更为困难#从而造成较大的测

量误差'

$'

(

)学生经过
0

周的临床实践#虽然头围的
49Z

和

<[4

明显减小#关键差异值百分率有明显提高#但出科时头围

测量数据属于较好质量标准的仅达一半左右#与临床质量要求

标准存在较大的差距#提示带教老师需加强对学生头围测量方

法的指导#增加学生头围测量的实践机会)

顶臀长测量不易获得较高的数据可信度#出科时学生达到

较好质量标准的数据仅
F(&%X

#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0.$F

(

)

顶臀长测量方法较为复杂#测量时除需测量助手固定好头部

外#其关键环节在于保持婴幼儿的体位处于标准的姿势即下肢

与躯干*躯干与大腿分别呈直角#臀部贴紧测量床底板)但在

临床实际操作时#由于多数婴幼儿表现紧张而不配合#测量时

哭闹挣扎#使婴幼儿保持标准的测量体位比较困难'

$0

(

#加之臀

部软组织较厚#测量床足板贴紧臀部的松紧程度不容易掌握#

因此经过临床实习后仍有
0$&%X

的测量数据尚未达到较好的

质量标准#提示带教老师对顶臀长测量数据应加强质量监控)

本研究因受临床工作的限制#学生与老师的测量数据无法

完全按照双盲法分别在两个不同的测量室收集#老师与学生的

测量顺序亦未能完全随机#这是本研究的局限#但对最终结果

无影响)经过临床实习后学生独立测量的身长数据较为可靠#

但头围和顶臀长的数据仍然存在较大的误差)临床带教老师

需加强对学生测量数据的质量监控#对头围*顶臀长测量数据

尤应注意复测)同时应注意操作技术关键环节的讲解和示范#

给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提高操作的熟练度#以提高测量

数据的可信度#保证临床基础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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