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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临床护士循证护理"

$OV

$素质和循证实践障碍现状!对其循证素质的影响因素进行

预测%方法
!

采用
$OV

实践基本素质"

$O]%a

$调查量表和中文版
$OV

实践障碍"

O;==Q$=\

$调查表对
!-!

名临床护士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
!

临床护士
$OV

素质总体水平稍差!循证实践障碍整体处于中度影响水

平%

\

B

@'C&'5

相关分析显示(临床护士循证素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循证实践障碍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呈负

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2: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研究报道质量&目前学历&职称&工作年限&第一

学历&在攻读学位&研究结果的可获得性这
6

个自变量进入多元逐步回归方程!共同解释了临床护士循证素质

水平总变异的
7-.+<

"

!

#

2.2:

$!其中研究报道质量可独立解释总变异的
,*."<

"

!

#

2.2:

$%结论
!

可根据预

测因素制订循证素质培养方案!加强临床护士对证据的筛选和评价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

!

护士#循证素质#循证实践障碍#预测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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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实践是医护人员将最好的研究依据*临床经

验及患者的意愿有机结合#形成协助临床决策的最佳

证据#并实施的过程(

!

)

$随着转化医学的盛行#循证

护理!

@K(1@5/@%G'4@15IC4@

#

$OV

"作为护理行为的金

标准(

+

)

#克服了传统的护理实践禁锢于经验主义思想

的不足#使护理决策更为科学和精准#使护理实践更

具专业化#成为护理学科发展史上一次成功的变革$

临床护士是
$OV

的实践者#但大量研究表明#临床护

士循证实践能力不容乐观$本研究拟对新疆某三甲

医院临床护士的循证素质和循证实践障碍因素进行

现况调查#旨在明晰该院临床护士的循证素质和循证

实践障碍的现状#预测其循证素质的影响因素#以期

为后期干预措施的制订提供理论依据#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2!,

年
!2#!+

月新疆该三甲

医院的
!-!

名护士进行调查$纳入标准%!

!

"新疆某

三甲医院在职注册护士'!

+

"从事临床护理工作满
!

年'!

*

"自愿参加本次调查研究$排除标准%!

!

"有精

神疾患或认知障碍者'!

+

"有严重的躯体疾病者$

?.@

!

方法

?.@.?

!

临床护士一般资料调查表
!

包括科室*年龄*

性别*职称*职务*工作年限*第一学历*目前学历*在

功读学位*所在学科等$

?.@.@

!

$OV

实践基本素质调查量表
!

该量表用于评

-!6+

重庆医学
+2!7

年
6

月第
-6

卷第
+2

期

%

基金项目%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团队项目!

9̀+2!:%22+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硕士基金!

\\+2!,%272

"$

!

作者简

介%林陶玉!

!"6-#

"#副主任护师#硕士#主要从事临床护理与护理管理研究$

!

"

!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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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临床护士循证素质(

*

)

#分
$OV

实践的知识*技能*

态度及实践情况
-

个维度#共
,-

项条目$每项条目

计分均为
2

"

:

分#得分范围为
2

"

*+2

分#得分越高#

表示素质越好$将临床护士循证素质的总分及各维

度的得分进行百分制转换#

&

+:

分为很差*

+,

"

:2

分

为稍差*

:!

"

6:

分为合格#

'

6,

分为良好$该量表

8C05G'/Ej4

-

系数为
2."2!

#各维度的
8C05G'/Ej4

-

系数分别为
2.":7

*

2.7*"

*

2.67-

*

2.77:

#各条目与各

维度总得分均存在相关性!

!

#

2.2:

"$

?.@.A

!

$OV

实践障碍调查表
!

该量表用于评价临床

护士循证实践障碍(

-

)

#分为研究结果的可获得性*研

究报道的质量*开展
$OV

的资源条件*护士对
$OV

的认识
-

个维度#共
*2

个条目$计分均为
2

"

:

分#

得分范围为
2

"

!:2

分#得分越高#说明实施中与该因

素越有相关性#素质越差$将总分及
-

个维度的得分

进行百分制换算#

&

+:

分为较轻影响#

+,

"

:2

分为轻

度影响#

:!

"

6:

分为中度影响#

'

6,

分为重度影响$

该量表
8C05G'/Ej4

-

系数为
2.77-

#各维度的
8C05%

G'/Ej4

-

系数分别为
2.7":

*

2.62*

*

2.6--

*

2.6**

#各

个条目与各维度总得分均存在相关性!

!

#

2.2:

"$

?.@.C

!

调查方法
!

+2!,

年
!2#!+

月用问卷方式进

行横断面调查$调查小组由本课题组
,

名成员组成#

学历均为硕士#调查前经过了统一的标准化培训#合

格后赴临床进行调研$发放问卷前#向调查对象介绍

本研究的目的*必要性*问卷填写事项及调查的匿名

和保密制度#获得知情同意后发放问卷$问卷由调查

对象自行填写#填写时间不超过
!:&(5

#填写完毕后

即刻收回$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6.2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以
3R?

表示#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

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比较采用
!

+ 检验'相关分析采

用
\

B

@'C&'5

分析#以
!

#

2.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一般资料
!

共发放问卷
!:2

份#回收
!:2

份#回

!22.22<

#其中有效问卷
!-!

份#有效率
":.22<

$

!-!

名调查对象中#年龄
+!

"

-,

岁#平均!

+".7,R

,.2"

"岁#

&

+:

岁
,!

名!

-*.+,<

"#

$

+:

"#

*,

岁
,+

名!

-*."6<

"#

'

*,

岁
!7

名!

!+.66<

"'女
!**

名

!

"-.**<

"#男
7

名!

:.,6<

"'工作年限%

&

:

年
,-

名

!

-:.*"<

"#

$

:

"#

!,

年
:*

名!

*6.:"<

"#

'

!,

年
+-

名!

!6.2+<

"'职称%护士
6!

名!

:2.*,<

"#护师
-+

名

!

+".6"<

"#主管护师
+!

名!

!-.7"<

"#副主任护师
6

名!

-.",<

"'职务%责任护士
!*!

名!

"+."!<

"#病区

护士 长
!2

名 !

6.2"<

"'第 一 学 历%中 专
-6

名

!

**.**<

"#大 专
::

名 !

*".2!<

"#本 科
*"

名

!

+6.,,<

"'目前学历%中专
!+

名!

7.:!<

"#大专
-+

名!

+".6"<

"#本科
6,

名 !

:*."2<

"#硕士
!!

名

!

6.72<

"'在攻读学位%未攻读
!2+

名!

6+.*-<

"#大专

在读
!7

名!

!+.6,<

"#本科在读
!:

名!

!2.,-<

"#硕士

在读
,

名!

-.+,<

"'所在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

名

!

+*.-2<

"#省级重点学科
+2

名!

!-.!"<

"#院级重点学

科
!6

名!

!+.2,<

"#非重点学科
6!

名!

:2.*:<

"$

@.@

!

临床护士循证素质与循证实践障碍的现状
!

临

床护士循证素质总分为!

!:2."*R*+."7

"分#标准分

为
-!.!6

分#临床护士循证素质总体水平稍差$其
-

个维度中#循证知识*循证行为的得分为!

6:.+7R

+!.,+

"分和!

!7.7+R:.22

"分#标准分分别为
*7.,!

分

和
-!.7+

分#处于稍差水平'循证技能的得分为

!

!:.76R-.*"

"分#标准分为
:+."2

分#处于合格水

平'循证态度的得分为!

-2.7"R,.66

"分#标准分为

7!.67

分#处于良好水平$

临床护士循证实践障碍总分为!

"!.+6R!+.7!

"

分#标准分为
,2.7:

分#临床护士循证障碍总体得分

处于中度影响水平$其
-

个维度中#研究报道的质量

得分为!

+:.2,R:.22

"分#标准分为
7*.:*

分#处于重

度影响水平'护士对
$OV

的认识和研究结果的可获

得性得分分别为!

++.,7R+.,"

"分和!

+!.+*R:.*2

"

分#标准分为
:*.26

分和
,-.72

分#处于中度影响水

平'

$OV

的资源条件得分为!

++.+"R-.!!

"分#标准分

为
-".:*

分#处于轻度影响水平$

@.A

!

临床护士循证素质和循证实践障碍的单因素分

析
!

不同年龄*工作年限*职称*职务*第一学历*目前

学历*在攻读学位*所在学科的临床护士的循证素质

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2:

"'不同年龄*

性别*工作年限*职称*职务*第一学历*目前学历*在

攻读学位的循证实践障碍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2.2:

"#见表
!

$

表
!

!!

临床护士循证素质和循证实践障碍的单因素分析&

3R?

)分'

项目 循证素质总分
=

&

- !

循证实践障碍总分
=

&

- !

年龄!岁"

66.-!-

#

2.2! :7.:,-

#

2.2!

!&

+: !+:.:6R+*."2 !22.,+R!2.2"

!$

+:

"#

*, !,*.7-R!".:2 7,.!7R".26

!'

*, !"+.*"R+7."6 66.!!R7.6,

性别
!.,7* 2.2": #+."!!

#

2.2!

!

女
!:+.26R**.-" "2.:+R!+.62

!

男
!*+.22R!*.2+ !2*.6:R6.+!

工作年限!年"

6*.-76

#

2.2! :2.++"

#

2.2!

!&

: !+,."6R+-.*, "".":R!2.72

!$

:

"#

!, !,+.6+R!".+6 7,.+7R7."!

:!6+

重庆医学
+2!7

年
6

月第
-6

卷第
+2

期



续表
!

!!

临床护士循证素质和循证实践障碍的单因素分析&

3R?

)分'

项目 循证素质总分
=

&

- !

循证实践障碍总分
=

&

- !

!'

!, !77.6"R+6.+! 6".!*R7."+

职称
,*.*2"

#

2.2! -,.77-

#

2.2!

!

护士
!+6.6+R+*.!" "".6"R!2.:"

!

护师
!,,.+,R!6.6" 7-."2R6.22

!

主管护师
!6".,+R++.:+ 7+.!-R7.:+

!

副主任护师
+27.+"R++.-- 62.-*R+.*2

职务
#*.6""

#

2.2! *."66

#

2.2!

!

责任护士
!-7.!:R*!.76 "+.-2R!+.-*

!

病区护士长
!76.-2R+:.:+ 6,.:2R6.6:

第一学历
7.*7:

#

2.2! ,.227

#

2.2!

!

中专
!*7.6+R*-."2 ":.,+R!-.-7

!

大专
!:2.*!R*-.7, "!.2:R!+.*"

!

本科
!,,.:!R!".+6 7,.**R".!"

目前学历
"2.27*

#

2.2! :-.-6-

#

2.2!

!

中专
!2:.-+R!6.++ !!2.22R-.66

!

大专
!+7.7!R+:.!! "".,"R!2.26

!

本科
!,2.6:R!,.+7 7,.!7R7.7+

!

硕士
+!6.!7R!-.7: 6*.7+R-."+

在攻读学位
**.*6"

#

2.2! +-.2!"

#

2.2!

!

硕士在读
!:".7*R!:.:, 7".!6R!2.67

!

本科在读
!!".-6R+:.-* !2!.22R!!.2,

!

大专在读
!26.2,R!6.*+ !26.--R6.2!

!

未攻读
!,+.66R+,.7! 76.!!R!2.76

所在学科
+.67: 2.2-* 2.7"2 2.--7

!

国家重点
!:,.22R-2.-: "2.**R!-.!2

!

省级重点
!,-.7:R*,.*- 77.-:R!*.-+

!

院级重点
!*,.6!R+,.6" ":.2,R!+.27

!

非重点
!-7.2,R+6."+ "!.:"R!+.+!

@.C

!

临床护士循证素质与循证实践障碍的相关性
!

\

B

@'C&'5

相关分析显示%临床护士循证素质总分及

各维度得分与循证实践障碍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呈负

相关!

!

#

2.2:

"#见表
+

$

@.H

!

临床护士循证素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

研究报

道质量*目前学历*职称*工作年限*第一学历*在攻读

学位*研究结果的可获得性这
6

个自变量进入多元逐

步回归方程#共同解释了临床护士循证素质水平总变

异的
7-.+<

!

!

#

2.2:

"#其中研究报道质量可独立解

释总变异的
,*."<

!

!

#

2.2:

"#见表
*

$

表
+

!!

临床护士循证素质与循证实践障碍的相关性分析&

<

'

自变量
研究结果的

可获得性

研究报道

的质量

开展
$OV

的

资源条件

护士对
$OV

的认识

循证实践

障碍总分

循证知识
#2.,+,

'

#2.722

'

#2.-!*

'

#2.*6:

'

#2.67*

'

循证技能
#2.--2

'

#2.,,-

'

#2.-!+

'

#2.+6,

'

#2.,*:

循证态度
#2.+7,

'

#2.*7+

'

#2.+:-

'

#2.!66

'

#2.*77

'

循证行为
#2.:66

'

#2.622

'

#2.**2

'

#2.*2-

'

#2.,6!

'

循证素质总分
#2.,+,

'

#2.7+:

'

#2.--2

'

#2.*"-

'

#2.72*

'

!!

'

%

!

#

2.2:

表
*

!!

临床护士循证素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回归系数
= !

":<56

上限 下限

常量
!!6.2", !,.-,6 # 6.!!! 2.222 7-.:+: !-".,,,

研究报道质量
#!.*+: 2.*7- #2.+2! #*.-:: 2.22! #+.27- #2.:,6

目前学历
!!.,!2 +.,-6 2.+,: -.*76 2.222 ,.*6: !,.7--

职称
6."6, +.,!7 2.+!: *.2-6 2.22* +.6"7 !*.!:-

工作年限
".,*2 *.!*! 2.+!, *.26, 2.22* *.-*7 !:.7+*

第一学历
-."+7 !.7*" 2.!!6 +.,72 2.227 !.+"2 7.:,:

在攻读学位
+.2-7 2.6"7 2.!2, +.:,6 2.2!! 2.-62 *.,+:

研究结果的可获得性
#2.,*- 2.+7! #2.!2+ #+.+:, 2.2+, #!.!"2 #2.267

!!

M

+

[2.7-+

'

-[:.2"+

'

![2.2+,

A

!

讨
!!

论

!!

本研究结果显示#新疆某三甲医院临床护士循证

素质总体处于稍差水平#低于广东省(

*

)

#尽管接近浙

江省(

:

)

#但与该地区存在差距#这可能与国内护理科

,!6+

重庆医学
+2!7

年
6

月第
-6

卷第
+2

期



研发展不均衡相关$目前#国内的护理科研集中在北

京*上海及广州等大城市(

*

)

#而本研究对象局限于新

疆某三甲医院#存在地域差异$本研究中临床护士的

循证态度得分最高#处于良好水平#循证技能处于合

格水平#而循证知识*循证行为得分较低$这与相关

研究结果大致相同(

:%7

)

$说明临床护士充分认识到开

展
$OV

的价值和意义#对循证实践持积极态度#且具

有良好的沟通技能和一定的文献检索能力#但其科

研*流行病*统计学等相关知识薄弱#证据的获取和评

价能力有限#影响其在临床实践中采取循证行为$

本研究中临床护士循证实践障碍处于中度影响

水平#该结果高于国内其他地区水平(

"%!2

)

#因而该院临

床护士循证实践障碍较严重$其
-

个维度中#研究报

道的质量处于重度影响水平#护士对
$OV

的认识和

研究结果的可获得性处于中度影响水平#

$OV

的资源

条件处于轻度影响水平$充分说明临床护士实施

$OV

的瓶颈是科研成果的评价$其次#在实践领域#

临床护士循证意识欠缺#难以有效挖掘护理问题#探

求解决问题的最佳策略#因而在实践
$OV

时感到鞭

长莫及$同时#科研信息的获取存在困难#不理解统

计分析结果和文献报道的科研结论$

有研究认为#年龄*工作年限与临床护士循证知

识和循证实践能力呈正相关#但与循证态度无相关

性(

!!

)

$不同学历护士的循证素质由高到低顺序排列%

硕士*本科*大专*中专$而第一学历为中专的临床护

士经过后期不断的继续教育以提高学历#其循证素质

亦能相应提升$护理职称反映了临床护士相应层次

的理论水平和操作技能$职称越高#其循证素质亦越

高(

:

#

!!

)

$本研究考虑到男护*临床护士所在学科科研

工作的开展及循证实践障碍等因素#将其纳入研究#

结果排除了年龄*性别*职务*所在学科*开展
$OV

的

资源条件*护士对
$OV

的认识等因素#确定了研究报

道质量*目前学历*职称*工作年限*第一学历*在攻读

学位*研究结果的可获得性为其主要预测因素$本研

究中#工作年限*职称和学历对临床护士循证素质影

响与上述观点基本一致#但仍有一些差异$首先#不

同工作年限的临床护士在循证态度维度存在差异#进

一步分析发现#工作年限越高的临床护士其循证态度

越好$其次#本研究对学历进行细化#分为第一学历*

目前学历#在攻读学位#其结果对临床护士的循证素

质均有影响#且随着学历层次的提升#循证素质也逐

渐提高#进一步证实提高学历水平的过程亦能提升临

床护士的循证素质$因此#医院管理部门应转变培训

思路#结合不同学历背景*工作年限*职称护士的循证

态度*循证知识和技能的现状#建立多种培训途径#如

采用+互联网
e

,继续教育平台(

!+

)

#提高临床护士获取

知识的便捷性#培养良好的循证态度#促进自主学习'

采用+集中培训
e

导师指导
e

个人达标,培训模式(

!*

)

#

针对性加强专升本等护士循证能力的培养#激发循证

兴趣#增强循证意识#提高循证能力'建立科研循证委

员会#纳入循证素质较高的人员#结合其循证实践障

碍的薄弱环节#进行系统性
$OV

培训#促进科研成果

和循证证据向临床转化$

循证实践障碍中研究报道质量对循证素质有负

性影响#能独立解释循证素质总变异的
,*."<

$目

前#临床护理实践领域的论文数量激增#但其质量参

差不齐$为确保循证实践过程中新证据科学*有效#

证据评价至关重要#但该过程繁琐费时#需花费大量

时间与精力#且证据的甄别需要工作人员掌握过硬的

系统评价方法#而临床护士在实施
$OV

时最大的障

碍是不能准确判断论文质量(

!-%!,

)

$由此可见#临床护

士对文献质量的鉴别是循证素质的核心$针对这一

环节#医院可组建循证实践机构#让专业人员对证据

进行评鉴*综合#形成循证资源便于临床护理人员选

用#同时邀请机构中的专业人员对临床护士进行系统

评价等相关知识培训#以提高护士的证据甄别能力$

本研究中循证实践障碍中研究结果的可获得性

作为临床护士循证素质预测因素#与循证素质呈负相

关$有研究认为#科研信息的选择和获取困难影响了

临床护士的循证行为(

!6

)

$临床护士普遍存在检索工

具应用能力不足的现象#加之医院为其提供的硬件设

备欠缺和检索工具知识的培训较少#使得临床护士即

使在实证依据数量充足的情况下#也缺少寻找证据的途

径和能力(

!2

#

!7

)

$因此#医院应优化图书馆资源#建立循

证医学文献数据库#畅通护士获取科研信息的渠道'通

过成立一支由循证医学教师*流行病学专家和临床专家

组成的循证师资队伍来加强护士文献检索等科研相关

知识的培训#以提高其获取研究结果的能力和评判性思

维能力#并对循证证据的转化过程提供指导$

综上所述#临床护士循证素质总体水平稍差#循

证实践障碍整体处于中度影响水平$其中研究报道

质量*目前学历*职称*工作年限*第一学历*在攻读学

位*研究结果的可获得性为临床护士循证素质的主要

预测因素#且研究报道质量是其核心预测因子$医院

管理层应加强临床护士对证据的筛选和评价能力的

培养#根据护士的职称*工作年限*学历层次#制订形

式多样的循证素质培养方案进行干预#以便能将最佳

证据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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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用血仍是输血工作的重点(

6

)

$

本研究结果显示#月均用血量大于或等于
:c

的

有
:

种手术#分别是剖腹探查术*脾切除术*剖宫产

术*髋关节置换术和椎管减压术#其中剖腹探查术月

均用血量高达
+"."*c

#提示病情复杂*创面大的手术

用血量较高$因腹部疾病较多#且病因复杂#情况不

明#剖腹探查术已成为寻找病因或确定病变程度而采

取的一种诊断性治疗方法(

7%"

)

#故月均用血量很大$

脾切除术月均用血量为
".!,c

#仅次于剖腹探查术#

考虑脾脏周围有极其丰富的动静脉血管#术中难免出

现血管损伤$剖宫产术例均用血量仅为
2.!!c

#但因

本院手术例数较多#故月均用血量较高$髋关节是全

身负荷最多*受力最大的关节#较容易发生损伤#且其

周围有股动静脉#所以其月均用血量较大(

!2%!!

)

$由于

椎管减压术手术部位有丰富的静脉丛#较易出血#故

月均用血量也较高$因二尖瓣置换术需建立体外循

环#故月均用血量和例均用血量较大$

随着科学进步#腹腔镜技术不断成熟#其创伤小#

对机体代谢干扰少#术后并发症少#恢复快#提升了手

术安全性(

7

)

#成为微创手术的首选$腹腔镜手术还能

够对腹腔内其他脏器进行探查#尤其对于急腹症患者

的诊断#效果理想#因此得到广泛应用(

!-

)

$本研究结

果显示#微创手术的月均用血量及部分手术例均用血

量均低于其对应的常规手术方式#说明微创手术在降

低血液制剂的使用上比常规手术更有优势$

随着病患增多#临床用血将会持续上升#血液紧

缺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

+

)

#因此合理用血显得更为重

要$通过本研究能够预计手术用血量#为临床备血提

供参考#分析单病种用血#为减少手术用血量提供方

向#可改进例均用血量较大手术的手术方式*提升手

术质量#减少用血#进而合理用血#节约血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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