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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重症监护病房"KIZ$护士对机械通气患者早期活动开展的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方法!1%1$年/,(月采用自制机械通气患者早期活动开展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对全国$;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1%名KIZ护士进行调查%结果!1'&$W"$)))-1%$的KIZ护士从未参与过机械通气患者早期活动#KIZ工作
年限&是否有早期活动方案&理论知识因素&是否接受过相关培训为KIZ护士参与机械通气患者早期活动的影
响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O&%&%;$%结论!KIZ工作年限&是否有早期活动方案&理论知识因素&是否接
受过相关培训!是影响KIZ护士参与协助机械通气患者进行早期活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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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活动是指患者在遭受重创或重症疾病后第

1&;天即进行的躯体活动)$*%并且对改善重症监护病
房#KIZ$机械通气患者生活质量具有积极意义)1*%早
期活动能增强患者肌力)'*%减少KIZ获得性衰弱-坠
积性肺炎-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发生率%促进患者身
体恢复%有利于患者自理能力的提升)0*%缩短患者机

械通气时间-KIZ住院时间及总住院时间&有研究表
明%早期活动用于机械通气患者是安全-可行的);.)*&

1%$'年重症医学会在.成人KIZ疼痛-躁动和谵妄指
南/)-*中推荐将早期活动纳入KIZ常规护理%然而目
前早期活动在国内外KIZ机械通气患者中的开展现
状并不乐观)/.(*&虽然国内已有相关的现状调查%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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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对象为某个地区或医院的患者)$%*%尚未涉及全国范
围的大样本调查&本研究通过全国范围内的大样本调
查%旨在了解早期活动在KIZ 中的实施现状和影响因
素%为早期活动在KIZ中的推广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1%1$年/0(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全国$;所
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1%名KIZ护士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对本研究知情同意%自愿参加'#1$在
职-注册KIZ护士'#'$在KIZ工作)个月以上&排
除标准!#$$休假)个月以上的护士'#1$因病假-事假
或外出学习等无法参与调查者'#'$进修护士&

:&;!方法

:&;&:!调查工具

!!#$$一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
性别-年龄-学历-专业技术职务-工作年限-KIZ工作
年限-是否为KIZ专科护士-是否接受过机械通气患
者早期活动相关知识培训-是否参与过协助机械通气
患者进行早期活动-所在科室是否制订早期活动实施
流程方案等&#1$KIZ护士对机械通气患者早期活动
开展的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参照文献)$$.$-*自行设
计调查问卷%利用头脑风暴法%经研究小组讨论-专家
函询后逐步修改形成!'现状调查部分%包括KIZ护
士对机械通气患者早期活动适应证-禁忌证-早期活
动前对患者的评估内容-早期活动内容-注意事项-实
施步骤及终止标准的了解程度'KIZ护士对参与机械
通气患者早期活动的意愿程度'KIZ护士对学习早期
活动相关知识的意愿程度%增加考核督促学习的意愿
程度%获取知识的来源及倾向的培训方式'KIZ护士
对参与机械通气患者早期活动中发生不良事件的担

心情况及程度'医师主动参与协助患者进行早期活动
的频率及医师评估意见的重要程度%均为选择题&(
影响因素部分%包括(个维度-10个条目%分别为理论
知识因素#'个条目$-培训因素#$个条目$-相关流程
和应急预案设立因素#'个条目$-人力资源配备因素

#0个条目$-器材设备因素#1个条目$-医师态度因素
#1个条目$-患者及家属因素#0个条目$-监督机制因
素#1个条目$-奖励机制因素#'个条目$等&选项均
采用[#57<3;级评分法%$分为影响很小%1分为影响
小%'分为影响一般%0分为影响较大%;分为影响非常
大%分值越高表示对KIZ护士参与机械通气患者早期
活动的影响越大&问卷经-名在危重症护理领域具
有$%年以上工作经验并且在工具建构方面均有丰富
的经验的专家#;名副主任护师%1名主管护师$评议%
问卷内容效度指数为%&(''便利抽取;%名KIZ护士
进行预调查%问卷I<9,962(+1系数为%&/-%显示信效
度良好&

:&;&;!资料收集

!!通过问卷星平台编辑收集问卷%将制作好的调查
问卷以微信方式转发至全国$;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KIZ护士长并组织科室护士填写&为保证问卷填写
质量!#$$同一KY地址只允许填写一次问卷%防止一
机多答'#1$所有信息填写完整后才可提交问卷'#'$
将答题时间短于18#,及所有选项均为同一选择的
问卷视为无效问卷&共发放问卷-';份%回收问卷

-';份%有效问卷-1%份%有效率为(/&%W&问卷提
交后平台自动生成AL67:表格&

:&<!统计学处理

!!采用XYXX1;&%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
料以IjL表示%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检验-单
因素方差分析-!1 检验等&以是否参与协助机械通气
患者进行早期活动为因变量#$n是%%n否$%以单因
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000KIZ工作年限-是
否为专科护士-是否接受过培训-是否有早期活动方
案-医师主动参与协助早期活动程度-理论知识因素-
器材设备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D#+3#6回归模
型%分析影响KIZ护士参与协助机械通气患者进行早
期活动的因素#1入n%&%;%1出n%&$%$%变量赋值方式
见表$&采用双侧检验%检验水准!1n%&%;&以O&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自变量赋值

自变量 赋值

KIZ工作年限 &1年n$'1&&;年n1';&&$%年n'''$%年n0

是否为KIZ专科护士 否n%'是n$

是否有早期活动方案 否n%'是n$

是否培训 否n%'是n$

医师主动参与协助早期活动程度 从不n$'很少n1'偶尔n''经常n0'总是如此n;

理论知识因素 影响很小n$'影响小n1'影响一般n''影响较大n0'影响非常大n;

器材设备因素 影响很小n$'影响小n1'影响一般n''影响较大n0'影响非常大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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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一般资料

! !-1% 名 护 士 的 地 域 分 布!中 部 地 区 1$; 名

#1(&(W$%其中湖南省'$名%山西省01名%河南省'%
名%湖北省0/名%黑龙江省)0名'东部地区$/-名
#1)&%W$%其中上海市';名%河北省'(名%北京市'/
名%江苏省0/名%广西壮族自治区1-名'西部地区

'$/名#00&$W$%其中重庆市);名%四川省-0名%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名%贵州省'%名%云南省(0名&
性别!男$$1名#$;&)W$%女)%/名#/0&0W$&年龄!

&1;岁00名#)&$W$%1;&&'%岁10%名#''&'W$%

'%& &'; 岁 1-( 名 #'/&/W$%''; 岁 $;- 名

#1$&/W$&学历!大专及以下$%0名#$0&0W$%本科

)%%名#/'&'W$%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名#1&1W$&
专业技术职务!护士$%'名#$0&'W$%护师0''名
#)%&$W$%主管护师$-)名#10&0W$%副主任护师及
以上/名#$&$W$&参与过机械通气患者早期活动

;;0名#-)&(W%参与组$%从未参与过机械通气患者早
期活动$))名#1'&$W%未参与组$&

;&;!现状

!!-)&(W#;;0"-1%$的护士参与过机械通气患者早
期活动%-'&)W#;'%"-1%$的护士认为对机械通气患
者开展早期活动是安全-可行的%/(&0W#)00"-1%$的
护士愿意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参与患者进行早期活动%

)-&/W#0//"-1%$的护士表示本科室制定了早期活动
的实施流程方案&对早期活动规范相关知识中的适
应证-禁忌证-注意事项-实施步骤-终止标准不太了
解或完全不了解者分别占$'&)W#(/"-1%$-$'&/W
#(("-1%$-$'&;W #(-"-1%$-$/&(W #$')"-1%$-

$(&0W#$0%"-1%$&($&1W#);-"-1%$的护士认为开
展早期活动前医师的评估意见很重要'00&-W#'11"

-1%$的医师总是或经常主动参与协助患者进行早期
活动'当护士评估后认为患者适合早期活动而与医师
评估意见不一致时%;)&0W#0%)"-1%$的护士总是或
经常因此而放弃对患者的早期活动&//&;W#)'-"

-1%$的护士愿意或非常愿意接受早期活动相关知识
培训%知识的主要获得来源为医院或科室培训
)/0&-W#)$%"-1%$*-同事指导))(&%W#0(-"-1%$*-
自学)00&(W#'1'"-1%$*和院外的学术活动)')&/W
#1);"-1%$*&;$&$W#')/"-1%$的护士接受过早期活
动相关的知识培训%倾向的培训方式主要为理论培训
加示教)/(&-W#)0)"-1%$*-单增加理论培训);-&0W
#0$'"-1%$*和开展工作坊);%&0W#')'"-1%$*%有)(&
%W#0(-"-1%$的护士同意增加考核会利于相关知识
的掌握&-/&;W#;);"-1%$的护士担心或非常担心在

实施早期活动过程中发生不良事件%其中($&(W
#;$(";);$的护士担心患者发生气管插管计划外拔
管'-0&(W#01'";);$的护士担心患者发生中心静脉
导管脱管&对中-东-西部地区的KIZ护士是否参与
协助机械通气患者进行早期活动-是否有早期活动方
案-是否接受过早期活动相关培训进行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O&%&%;$&

;&<!单因素分析

!!KIZ工作年限-是否为专科护士-是否接受过培
训-是否有早期活动方案-医师主动参与协助早期活
动频率-理论知识因素-器材设备因素是KIZ护士参
与协助机械通气患者开展早期活动的影响因素%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O&%&%;$&见表1&

表1!!单因素分析"%&W'#

影响因素
参与组

#%n;;0$

未参与组

#%n$))$
!1"> O

KIZ工作年限#年$ 1$&)1' &%&%%$

!(1 -0#$'&0$ 0;#1-&$$

!%1&; $11#11&%$ 0$#10&-$

!%;&$% $-$#'%&($ ''#$(&($

!%$% $/-#''&/$ 0-#1/&'$

专科护士 $1&-)( &%&%%$

!是 1/$#;%&-$ ;/#'0&($

!否 1-'#0(&'$ $%/#);&$$

接受过培训 $1-&-$' &%&%%$

!是 '0-#)1&)$ 1$#$1&-$

!否 1%-#'-&0$ $0;#/-&'$

有早期活动方案 $0(&$(% &%&%%$

!是 00%#-(&0$ 0/#1/&($

!否 $$0#1%&)$ $$/#-$&$$

医师主动参与协助早期

活动频率
0)&)0' &%&%%$

!总是如此 /'#$;&%$ /#0&/$

!经常 1%$#')&'$ '%#$/&$$

!偶尔 $;)#1/&1$ )-#0%&0$

!很少 /0#$;&1$ '/#11&($

!从不 '%#;&0$ 1'#$'&($

理论知识因素 ;;0#-)&($ $))#1'&$$ 1&-/- %&%%)

设备器材因素 ;;0#-)&($ $))#1'&$$ 1&'/) %&%$-

;&=!多因素分析

!!KIZ工作年限-是否有早期活动方案-是否接受
过相关培训以及理论知识因素为KIZ护士参与协助
机械通气患者开展早期活动的影响因素%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O&%&%;$&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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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多因素分析

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1 优势比 (;W可信区间 O

常数项 @$&$/0 %&-%' 1&/0' %&'%) %&%(1

KIZ工作年限 %&0'0 %&$%) $)&/%$ $&;0' $&1;0&$&/(/ %&%%$

是否有早期活动方案 $&-00 %&10) ;%&'-$ ;&-$/ '&;''&(&1;0 %&%%$

是否培训 $&-'- %&1/% '/&;)$ ;&)/1 '&1/0&(&/'$ %&%%$

理论知识因素 @%&1(/ %&$00 0&1-- %&-01 %&;;(&%&(/; %&%'(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1'&$W的护士从未参与过机械
通气患者早期活动%KIZ工作年限-是否有早期活动
方案-理论知识因素-是否接受过相关培训为影响其
参与机械通气患者早期活动的因素&

<&:!影响因素分析

<&:&:!不同地区KIZ护士对参与机械通气患者早期
活动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地区KIZ护士对是否参与
协助机械通气患者进行早期活动-是否有早期活动方
案-是否接受过早期活动相关培训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O&%&%;$&不同区域经济条件不同导致部
分地区资源缺乏%进而影响各个医院KIZ配备的人力
资源及开展机械通气患者早期活动的各种康复仪器

等)$/*&KIZ护士在日常工作完成后没有多余的精力%
无法调动KIZ护士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影响了患
者早期活动的执行率'不同区域的文化氛围不同%使
得管理者及医务人员对机械通气患者早期活动的认

知和重视程度有差异%认知重视程度低的地区就会影
响到早期活动方案的构建)$(*-对早期活动相关知识技
能的培训及医师对早期活动的积极性等%限制了机械
通气患者早期活动的顺利开展&

<&:&;!KIZ工作年限

!!KIZ工作年限是KIZ护士参与机械通气患者早
期活动的影响因素之一&KIZ工作年限低的护士资
历浅%在日常工作中更注重常规护理和基础护理%对
机械通气患者早期活动相关知识技能及重要性了解

不够%还需要更大的成长空间&而$名资深的-具有
多年KIZ工作经验的护士接受的知识技能培训更多%
也有更多的临床经验%对紧急事件的处理也更得心应
手%在完成基础护理之余能有意识地关注患者的整体
预后)1%*%有能力和精力实施机械通气患者的早期活
动&提示护理管理者应注重低年资KIZ护士对机械
通气患者早期活动知识及认知的培养&

<&:&<!早期活动实施流程方案

!!是否有早期活动的实施流程方案也是影响KIZ
护士参与协助机械通气患者进行早期活动的因素之

一&本研究调查的三甲医院KIZ中)-&/W的KIZ制

订了早期活动实施流程方案%与美国学者Q?̂ U=Z
等)1$*对;%%家医院KIZ现况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在
开展了机械通气早期活动的KIZ中$"'的KIZ未制
订早期活动的流程方案&一项针对四川省KIZ患者
早期活动实施的现状调查结果显示%在开展了早期活
动的-%多家KIZ中%;/&)W没有参考或制订标准化
早期活动方案)$)*&而在一个没有制订统一实施流程
方案的KIZ内开展早期活动%那么在开展过程中就没
有章法可遵循)1$*&因此%要想为KIZ机械通气患者
开展安全-系统-有质量的早期活动%在结合临床实际
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循证等方法构建一个科学的早期
活动方案很有必要%这样才能保证机械通气患者早期
活动实施的科学性-同质性及有效性%推进早期活动
的开展与实施&

<&:&=!理论知识因素

!!KIZ护士对协助机械通气患者进行早期活动的
态度-信念较好%但理论知识方面较欠缺&/(&0W的

KIZ护士表示%在条件允许情况下愿意协助患者进行
早期活动&但理论知识因素影响了KIZ护士对机械
通气患者早期活动的执行力%尤其是对机械通气患者
实施早期活动的适应证-禁忌证-注意事项-实施步
骤-终止标准-活动的内容不够了解%不知道如何在机
械通气患者实施早期活动前进行评估%以及如何评估
患者能达到的最大活动能力&查丽玲等)$1*对KIZ护
士关于患者早期活动认知和行为的研究结果显示%

KIZ 护士对患者早期活动的知识问卷合格率仅为

;;&-W%平均得分为#)&/%j$&)-$分%表明KIZ护士
对患者早期活动的知识水平不够%与张川林等)$;*和谢

汶倚等)$)*关于KIZ医护人员对机械通气患者早期活
动的现况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并且本研究中-/&;W
的护士担心在为机械通气患者实施早期活动的过程

中发生中心静脉导管脱管-气管导管非计划拔出-早
期活动实施过程中患者生命体征波动及血氧饱和度

下降等不良事件&因此%即使KIZ护士的态度及信念
较好%但若知识方面欠缺也无法真正实施机械通气患
者的早期活动&

<&:&>!接受相关培训情况

!!KIZ护士对接受相关知识的培训态度较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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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W的护士接受过相关培训%并且//&;W
的护士愿意或者非常愿意接受相关知识的培训%)(W
的护士同意增加考核会有利于相关知识的掌握&是
否接受过培训是KIZ护士对机械通气患者实施早期
活动的影响因素之一%机械通气患者早期活动培训能
使KIZ护士在认知和理念上发生改变)11*%这些培训
能使KIZ护士了解到危重症护理的最新前沿%提升其
理论水平&并且参与培训能够促使其学习相关知识%
通过主动查阅文献-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等形式了解国
内外早期活动的相关前沿动态%从而改变其认知-态
度及行为&提示护理管理者应给予KIZ护士更多的
培训学习机会%促进早期活动的开展实施&

<&:&?!其他

!!KIZ机械通气患者早期活动还受到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从影响KIZ护士参与机械通气患者早期活动
的(个维度得分可见%医师态度-患者及家属因素-人
力资源是影响力最大的'个因素&医师对机械通气
患者早期活动参与的积极性及评估意见很重要%而一
直以来%传统观念认为患者应长时间卧床及制动)1'*%
这使得部分医师缺少对机械通气患者实施早期活动

的信念%限制了早期活动的开展&患者及家属对配合
开展早期活动的积极性也很重要)10*%患者家属的参与
可鼓励-陪伴患者%使患者更有信心-更主动地参与配
合早期活动%促进患者安全%提高患者家属自身的价
值感&因此%如何做到安全-有效的患者家属参与-改
进探视方案等值得进一步探索&患者家属的参与还
可提供人力协助%减轻护士人力资源不够充足方面的
压力%机械通气患者的早期活动涉及多个专业领域的
跨学科协同参与%需要多学科的人力资源%多学科团
队合作下的规范镇静镇痛-每天唤醒是患者早期活动
开展的前提%因此%多学科团队合作尤为重要&1%$;
年Q?̂ U=Z等)1$*对美国;%%家医院KIZ 的调查发
现%只有'0W的KIZ有专门的早期活动物理或职业
治疗团队&四川省KIZ患者早期活动实施的现状调
查结果显示%在开展了早期活动的KIZ 中仅有

'/&;-W的KIZ为此组建了专项团队)$)*&因此%提倡
多学科团队的建立与实施-注重人力资源的合理配
置%将有利于机械通气患者早期活动的实施&

<&;!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现况调查部分的
问卷是参照相关文献自行设计的%虽然检验了问卷的
信效度良好%但仍需进一步的检验'#1$虽然本研究样
本量较大%但便利抽取了全国$;个三甲医院的KIZ
护士进行调查%样本的代表性尚不足%建议今后的研
究可进一步完善问卷%进行更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
抽样调查研究'#'$本研究对象仅为KIZ护士%而KIZ

护士的观点可能与医师存在偏倚)1;*%因此%未来可考
虑进行此方面的调查&

综上所述%我国KIZ 机械通气患者早期活动的

实施情况仍不理想%KIZ工作年限-是否有早期活动
方案-理论知识因素-是否接受过相关培训是影响

KIZ护士参与协助机械通气患者进行早期活动的因
素&管理者应提供更多学习和培训的机会%以提高

KIZ护士的知识技能水平%注重对低年资护士的培
养%应用循证的方法构建科学的早期活动实施流程方
案很有必要%以促进早期活动在KIZ机械通气患者的
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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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Z Â=%UKNZTKM%̂ P_SP `%739:&A9<:G

<729F#:#393#",3"4<7J7,34"+3#,37,+#J769<7+G,.
!<"87#,493#7,3+H#326<#3#69:#::,7++!9+G+378.
93#6<7J#7H9,!8739.9,9:G+#+)O*&QTOP47,%

1%$/%/#;$!7$(((/&
)0* 吴华炼%王勇%黄瑞瑜%等&系统化早期康复运动

对KIZ机械通气患者肌力及自理能力的干预效
果)O*&广东医学%1%$-%'/#/$!$1$).$1$(&

);* 王玉梅%黄海燕%熊莉娟%等&KIZ患者早期活动
有效性及安全性影响的系统评价再评价)O*&解
放军护理杂志%1%$(%')#$$!11.1)&

))* V?[S?ZN Y%OK=PZM̂ Par ^%̂ =?OsPar
?%739:&AEE763+"E<729F#:#393#",#,37<J7,3#",+
",6:#,#69:"C36"87+#,6<#3#69::G#::493#7,3+!

+G+37893#6<7J#7H 9,! 8739.9,9:G+#+"E<9,.
!"8#B7!6",3<"::7!3<#9:+)O*&I<#3I9<7 T7!%

1%1%%0/#-$!$%;;.$%);&
)-* Q?==O%N=?XA=c[%YZ_MK[[P ^%739:&

I:#,#69:4<963#67DC#!7:#,7+E"<32789,9D787,3
"E49#,%9D#393#",%9,!!7:#<#C8#,9!C:3493#7,3+
#,327#,37,+#J769<7C,#3)O*&I<#3I9<7 T7!%

1%$'%0$#$$!1)'.'%)&
)/* 虞立%陈翠萍%姜金霞&KIZ 机械通气患者早期

活动护理进展)O*&中华现代护理杂志%1%$-%1'
#1%$!1)(1.1)()&

(/$0重庆医学1%11年$1月第;$卷第10期



)(* I?YA[[A[%MKYYK_cIO%UPScXP_I[&
Q9<<#7<+3"#84:787,3#,D7L47<3+9E73G<76"8.
87,!93#",+E"<79<:G 8"F#:#+93#",#,#,37,+#J7
69<7C,#3!C<#,D87629,#69:J7,3#:93#",!94<".
+4763#J7 "F+7<J93#",9:+3C!G)O*&?C+3 I<#3
I9<7%1%$(%'1#'$!$/;.$(%&

)$%*倪越男%梁国鹏%徐静%等&心肺康复治疗对撤机
的帮助)O*&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1%$)%$;
#0$!01$.010&

)$$*U?==P[S T A%X?[KXQZ=̀ [c%VAQQX
?%739:&A9<:G8"F#:#+93#",#,#,37,+#J769<7C.
,#3+#,?C+3<9:#99,!X6"3:9,!!94<"+4763#J7%

"F+7<J93#",9:6"2"<3+3C!G7L98#,#,D8"F#:#+9.
3#",4<963#+7+9,!F9<<#7<+)O*&I<#3I9<7%1%$;%

$(#$$!'')&
)$1*查丽玲%周松%王建宁&KIZ 护士对患者早期活

动认知和行为的调查研究)O*&中华护理杂志%

1%$/%;'#1$!11$.11;&
)$'*张艳%李纯&KIZ护士协助患者早期下床活动影

响因素分析)O*&护理学杂志%1%1%%';#$/$!)/.
-%&

)$0*杨丽平%张志刚%张彩云%等&KIZ患者早期活动
障碍及其影响因素分析)O*&中国护理管理%

1%$/%$/#$$$!$0(/.$;%'&
)$;*张川林%张泽菊%米洁%等&KIZ专科护士对机械

通气患者早期活动知识.态度.行为的调查研究
)O*&中国护理管理%1%$(%$(#'$!')0.')/&

)$)*谢汶倚%吴孟航%唐荔%等&四川省KIZ患者早期
活动的实施现状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O*&中华
现代护理杂志%1%1%%1)#$/$!100).10;$&

)$-*=PXA[%NPV[A= = ?%N?_ A%739:&Y<".
:",D7!87629,#69:J7,3#:93#",#,I9,9!#9,#,.
37,+#J769<7C,#3+!9,93#",9:+C<J7G)O*&OI<#3
I9<7%1%$;%'%#$$!1;.'$&

)$/*姜秋萍%江榕%刘芬%等&KIZ患者早期活动的影
响因素与护理干预研究进展)O*&护理学杂志%

1%11%'-#)$!$%1.$%;&
)$(*吕露露%张雪静&三级医院KIZ重症患者早期活

动现状及障碍因素调查)O*&护理学杂志%1%1%%

';#$%$!'$.'0&
)1%*秦霞%王芹%李雪华%等&KIZ护士对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机械通气患者早期活动护理现况及其影

响因素分析)O*&中国医药指南%1%1%%$/#1;$!

1'1.1';&
)1$*Q?̂ U=Z=_%VKAQASO%TIVK[[K?TXS

O%739:&?,7,J#<",87,39:+69,E"<79<:G8"F#:#.
B93#",4<963#67+#, Z&X&KIZ+)O*&I<#3I9<7
T7!%1%$;%0'#$$$!1')%.1')(&

)11*程子卉%夏海鸥&KIZ专科护士培训后工作内容
变化的质性研究)O*&中华护理杂志%1%$-%;1
#$1$!$01-.$0'$&

)1'*AccT?__X%[ZSA=c%aA==?T[%739:&
NC,63#",9:9F#:#3G9,!RC9:#3G"E:#E7#,6<#3#69:
#::,7+++C<J#J"<+H#32#,37,+#J769<7C,#396.

RC#<7!H795,7++!9+76",!9<G9,9:G+#+"E9<9,.
!"8#+7!6",3<"::7!3<#9:)O*&Y["XP,7%1%1%%$;
#'$!711(-1;&

)10*U?K_AX^O&A,D9D#,DE98#:#7+#,<729F#:#39.
3#","E47"4:7H2"9<76<#3#69::G$!9,C,!7<C.
3#:#B7!<7+"C<67)O*&Y2G+M27<%1%$/%(/#($!

-'-.-00&
)1;*UA=TAXI%_̀ S?U[Y%Q[PQ_A= T%739:&

?++7++87,3"E8"F#:#B93#",69496#3G#,$%!#E.
E7<7,3KIZ+67,9<#"+FG!#EE7<7,34<"E7++#",+
)O*&Y["XP,7%1%1%%$;#$%$!7%1'(/;'&

#收稿日期!1%11.%1.$/!修回日期!1%11.%).1'$

%($0 重庆医学1%11年$1月第;$卷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