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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襄阳地区三级医院护理人员科研能力现状,为构建护理人员科研能力提升方案奠定基

础。方法 采用修订后的护理人员科研能力自评量表,对襄阳地区5所三级医院569名护理人员进行调查,并对

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护理人员的整体科研能力较低,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跨度较大,不同年龄、最高学历、技术职

称、行政职务、编制情况、阅读期刊频率、论文发表情况的护理人员科研能力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襄阳地区三级医院护理人员的整体科研能力水平较低且参差不齐,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科研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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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护理学科的发展,对护理人员的要求不仅限

于要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临床操作能力,更要有

较强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1-2]。护理科研能力是护

理人员在护理领域解决临床实际问题、探索真理活动

所需要的能力,是学科发展的核心能力[3]。本研究通

过对襄阳地区5家三级综合医院护理人员进行调查,
了解其科研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为构建有效的科研

能力培训体系、提高护理人员科研水平提供理论基

础,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于2018年6-7月对湖北省襄阳地区5家三级

综合医院工作的600名护理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纳

入标准:(1)取得护士执业证书;(2)工作年限大于2
年;(3)愿意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1)非临床一线

护理人员;(2)医技及辅助岗位护理人员;(3)外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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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护理人员。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年龄、最初学历、
最高学历、技术职称、行政职务、劳动关系、教学任务、
阅读护理期刊频率、发表论文情况9个条目。(2)山
西医科大学程金莲教授设计的“护理人员科研能力自

评量表”[4-5],量表包括:问题发现能力、文献查阅能

力、科研设计能力、科研实践能力、资料处理能力、论
文写作能力6个维度,30个条目。量表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0.861,重测信度为0.902,维度与总分相关系数

为0.595~0.846,维度间相关系数为0.333~0.685,
信度、效度良好。

1.2.2 调查方法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首次抽取5家三级综合医

院600名护理人员,抽样完成后整理出被调查者的工

号、姓名、科室和编码,在各医院护理部的协助下通过

问卷星平台发放问卷链接给调查对象。共发放600
份,回收600份,回收率100.00%,纳入统计的有效问

卷569份,有效率94.83%。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9.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

频数或百分率表示,比较采用χ2 检验,以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本研究中596名护理人员的年龄、最初学历、最
高学历等一般资料统计情况,见表1。

2.2 护理人员科研能力调查结果

  护理人员科研能力总分为(105.01±18.98)分,
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问题发现能力、论文写

作能力、文献查阅能力、科研实践能力、资料处理能

力、科研设计能力,见表2。

2.3 影响护理人员自评科研能力的因素分析

  护理人员科研能力水平的各维度均不受最初学

历的影响。年龄和发表过论文对护理人员的文献查

阅能力、科研实践能力、论文写作能力3个维度有影

响。最高学历分别在文献查阅能力、科研设计能力、
资料处理能力3个维度有影响。技术职称、行政职务

和临床带教对护理人员影响主要体现在文献查阅能

力、论文写作能力2个维度,其中临床带教不影响护

理人员的科研设计能力总水平。编制情况的影响主

要体现在科研实践能力和论文写作能力2个维度。
阅读期刊频率在除问题发现能力维度以外均对护理

人员科研能力水平有影响,见表3。
表1  一般资料

项目 n(%) 项目 n(%)

年龄(岁) 技术职称

 <26 111(19.51)  护士 193(33.92)

 26~<31 184(32.34)  护师 228(40.07)

 31~<36 127(22.32)  主管护师 127(22.32)

 36~<41 38(6.68)  副主任护师 21(3.69)

 41~<46 82(14.41) 行政职务

 ≥46 27(4.74)  无 512(89.98)
最初学历  护士长 51(8.97)

 中专 232(40.77)  科护士长 4(0.70)

 大专 251(44.11)  护理部主任 2(0.35)

 本科 86(15.12) 编制情况

最高学历  医院编制 132(23.20)

 中专 6(1.05)  合同制 437(76.80)

 大专 98(17.22) 临床带教

 本科 462(81.20)  是 258(45.34)

 硕士及以上 3(0.53)  否 311(54.66)
阅读期刊频率 发表过论文

 经常看 40(7.03)  是 94(16.52)

 有时看 407(71.53)  否 475(83.48)

 不看 122(21.44)

表2  各维度得分情况

项目
最高分

(分)

最低分

(分)

总分

(x±s,分)

维度得分

(x±s,分)
排序

问题发现能力 15 3 11.55±2.43 3.85±0.81 1
文献查阅能力 25 5 18.26±4.72 3.63±0.94 3
科研设计能力 25 5 16.07±4.32 3.36±0.86 6
科研实践能力 30 6 20.43±5.51 3.41±0.92 4
资料处理能力 25 5 16.85±4.71 3.37±0.94 5
论文写作能力 30 6 22.20±6.09 3.70±1.02 2
合计 146 40 105.01±18.98 3.50±0.63

表3  影响护理人员科研能力因素分析

项目
问题发现能力

t/F/χ2 P

文献查阅能力

t/F/χ2 P

科研设计能力

t/F/χ2 P

科研实践能力

t/F/χ2 P

资料处理能力

t/F/χ2 P

论文写作能力

t/F/χ2 P

总分

t/F/χ2 P

年龄 1.721 0.363 1.682 0.023 0.553 0.311 3.061 0.007 0.813 0.530 12.760 0.001 4.661 0.001
最初学历 2.423 0.077 1.270 0.437 0.402 0.402 1.212 0.380 0.133 0.637 3.624 0.514 1.640 0.324
最高学历 0.764 0.880 4.841 0.002 1.031 0.047 1.293 0.849 0.392 0.004 3.171 0.512 2.573 0.022
技术职称 2.020 0.201 3.114 0.021 0.730 0.310 4.772 0.052 0.030 0.464 29.562 0.001 9.772 0.003
行政职务 0.812 0.262 2.843 0.012 2.072 0.960 0.480 0.364 1.160 0.313 10.470 0.001 3.052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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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影响护理人员科研能力因素分析

项目
问题发现能力

t/F/χ2 P

文献查阅能力

t/F/χ2 P

科研设计能力

t/F/χ2 P

科研实践能力

t/F/χ2 P

资料处理能力

t/F/χ2 P

论文写作能力

t/F/χ2 P

总分

t/F/χ2 P

编制情况 -1.000 0.305 -1.510 0.131 -0.470 0.635 -3.214 0.001 -0.292 0.771 -7.482 0.001 -3.970 0.001
临床带教 -0.060 0.109 0.098 0.019 0.055 0.192 0.046 0.274 -0.027 0.515 0.104 0.013 0.070 0.095
阅读期刊频率 0.043 0.047 0.239 0.021 0.135 0.001 0.390 0.001 0.293 0.001 0.400 0.001 0.414 0.001
发表论文 -0.031 0.404 0.138 0.001 0.044 0.295 0.154 0.010 0.030 0.478 0.408 0.001 0.224 0.001

3 讨  论

3.1 护理人员自评科研能力总体特征

  护理人员科研能力水平整体不高,且人员之间科

研能力差距较大。潘银河等[6]也曾得出同样的调查

结果,在科研能力水平各维度方面,问题发现能力得

分最高,资料处理能力和科研设计能力得分较低,这
与王冰飞等[7]调查的省级综合医院护理人员科研能

力水平结果一致。可以看出护理人员普遍存在科研

设计的基础理论与方法、统计学知识和软件操作能力

较低的现状。因此,对在职护理人员进行科研能力培

训具有必要性,同时也要做到因材施教,具有针对性。
要根据护理人员的科研需求,进行薄弱环节的培训与

强化;同时应注重激发护理人员的科研兴趣。当然,
也有研究表明,护理人员科研能力的综合评价应包含

创新能力维度[8],评价工具的进一步完善将更有利于

对护理人员科研能力的全面、客观评价。
3.2 影响护理人员科研能力的因素

3.2.1 年龄

  本研究中,护理人员的年龄影响其文献查阅能

力、科研实践能力、论文写作能力3个维度。这与护

理工作具有长期性、经验性和实践性,而护理科研的

开展又必须以临床实践为基础有关。还可能与护理

专业学生学历普遍偏低,在校学习过程中科研能力的

培养很少受到教育者的高度重视有关[9]。相关研究

显示:核心论文发表主要集中于高年资、高学历护理

人员,而大于45岁的护理人员发文量逐渐减少[10]。
因此,管理者应加强奖励机制,促进高年资护理人员

在护理科研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同时注重对低年

资护理人员科研意识及能力的培养,使其能够选择正

确的科研方向。
  

3.2.2 学历

  在本研究中最初学历对科研能力总体水平没有

影响,而最高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护理人员的科

研能力,这与我国护理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有

关。大、中专毕业护理人员的在校教育普遍不重视科

研能力培养,仅对高学历层次的护理人员科研能力有

要求。另外,高学历护理人员科研能力更强,也与其

拥有求知的主动意愿密切相关。护理高等教育应重

视对于不同层次在校护生科研能力的培养,通过设置

不同层级的培养目标,不断提升我国护理人员的科研

整体水平;临床护理管理者,也应大力支持护理人员

进行继续学历教育。
3.2.3 技术职称

  本研究中不同职称护理人员整体科研能力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主要体现在文献阅读

能力和论文写作能力,这反映了论文考核对建立科学

化、规范化和合理化职称评聘体系仍然 具 有 必 要

性[11]。而护理人员在科研设计能力、科研实践能力、
资料处理能力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这也提醒护理管理者应积极为高职称护理人员提供

参加继续教育和科研培训的机会,使其能够更好地夯

实科研基础知识,开展高质量的科学研究。
3.2.4 行政职务

  护理科研是护理管理者业绩考评的内容之一,这
促使多数护理管理人员都参与过课题研究。本研究

中有行政职务对护理人员科研水平的影响与潘银河

等[4]报道基本一致,反映出护理管理者科研能力水平

有待提升的现状。护理管理者作为团队的核心成员,
对护理学科发展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如何采取有效

的措施提高护理管理者的科研能力,推动护理学科的

发展至关重要。
3.2.5 编制情况

  本研究中,医院编制人员科研能力明显高于合同

制人员。合同制是近几年出现的一种新型雇佣模式,
此部分护理人员相对年轻,工作经验较少,各方面技

能均处于有待提升状态,所掌握的科研知识尚且不

足;且医院与护理人员劳动关系的建立主要依据其学

历和能力的不同,而编制人员相对较高。本研究为设

置一视同仁的晋升和培训制度,依据护理人员的实际

工作表现和能力给予相应的晋升和培训机会提供了

参考。
3.2.6 临床带教

  本研究中承担临床带教的护理人员在文献查阅

与论文写作能力明显高于未承担临床带教的护理人

员,但总的科研能力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与景彩虹等[12]研究结果一致。临床教学是护

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临床带教教师往往是护理队

伍中的佼佼者,也是护理科研的骨干力量,对护理科

研的态度和认知偏高。因此,护理管理者要完善临床

带教教师的遴选机制,选拔更多优秀的护理人员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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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临床带教中,促进教学相长。此外,要充分调研临

床带教教师的科研培训需求,加大对其引导与培养力

度,不断提升科研水平。
3.2.7 阅读期刊频率

  在本研究中,阅读期刊频率影响着科研水平的总

分和各维度得分,经常阅读得分明显高于有时阅读和

不阅读。文献阅读是护理科研的第1步[13],经常阅读

文献可以在理解参透他人研究的基础上,为撰写更加

科学的课题设计提供思路,也可了解护理学科发展动

态,探索研究新视角[14]。有研究显示,专业文献阅读

对研究生科研能力提高的贡献率达19%[15],这也是

提高护理硕士研究生科研能力的一条可行途径。在

本研究中,阅读期刊频率也是唯一1个影响到科研能

力水平各维度的影响因素,由此可见,文献阅读对于

提升护理人员科研能力水平的重要意义。
3.2.8 发表论文

  发表论文和未发表论文在文献查阅能力、科研实

践能力、论文写作能力及总的科研能力有明显差异,
再一次验证了是否发表论文与科研能力具有相关

性[16]。因为只有学习科研相关知识,具备一定科研能

力,才能总结撰写并发表优秀的护理科研论文。同

时,在发表论文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思考与实践,其
科研水平也会不断提升,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综上所述,临床护理人员的科研能力直接关系到

护理学科的发展,影响护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工作质

量、工作效率及医院的整体服务质量[17]。因此,医院

领导和各级护理管理者应明确科研工作的重要性,将
提升护理人员的科研能力作为日常管理的重要工作

来抓,采用激励机制以提升护理人员的科研意识。同

时可采用分层级培训方式,采用问卷调查了解不同年

龄、职称及学历护理人员的科研需求,按照需求并结

合实际工作情况,有目的地制订培训内容并组织实

施。此外,可根据培训内容安排实操训练,增加实践

机会以积累经验,安排科研能力强的人员带动、跟进

并及时解决遇到的问题,确保顺利完成各环节任务,
最终提升护理人员科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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