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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实习护生面对临床警报的真实体验!为提升护理教学质量%保障患者安全提供参考依
据$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重庆市2家三级甲等医院的实习护生进行半结构式深入访谈!采用D";:#cc#-
步分析法分析$结果!最终访谈了$-名大专及本科实习护生!提炼出'个主题'临床警报认知%面对警报的不
同情绪%面对警报的不同应对$结论!实习护生临床警报安全意识有待提高!护理教育者应分阶段调节实习护
生面对临床警报的不同情绪并引导其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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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警报 #7;#,#7:;:;:N9$是临床上来自于诊断+
治疗或监测设备的通知%是一个可听或可视的信
号&$')在各种仪器设备使用中%当患者生理参数超出
阈值或存在设备障碍时%临床警报可提示医护人员及
时处理异常情况%对于保障患者安全具有重要的临床
意义&1')随着各种仪器设备在临床工作中大量使用%
护士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众多的临床警报上&''%但频
繁+虚假或不必要的警报导致医护人员警报脱敏或疲
劳%可能导致重大临床事件无法及时发现和解决%从
而威胁患者安全&0'%因此国内外高度重视临床警报问
题)美国医院评审联合委员会将-减少临床警报系统
相关的危害.列入1%1'年国家患者安全目标&2')中
国医院协会将-加强医学装备及医院信息安全管理.
列入中国1%11年十大患者安全目标&)')实习护生是
未来护理队伍的主力军%在实习阶段帮助其建立良好
的临床警报意识和行为尤其重要%但目前对护生这方
面的培训较少)国内外对护士关于临床警报的研究
较多%但对实习护生面对临床警报时真实体验挖掘不
足%无法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策略)因此%本研究对
实习护生进行深入访谈%了解其面对临床警报时的真
实体验%以期为护理教育提供参考%保障患者安全)

?!资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于1%11年'Y0月选取重庆市

2所三甲教学医院的实习护生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1%11届全日制护理应届毕业生(#1$实习时
间%)个月(#'$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有精神
疾病史)样本量以资料饱和为原则&-'%最终纳入访谈
对象$-名)其中%男-名%女$%名(本科/名%大专(

名(年龄$("11岁(实习时长/"$%个月%受访者资
料见表$)本研究已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批#1%1$.
0'%$)

表$!!受访者一般资料%'h$-&

序号 年龄#岁$ 性别 学历

?$ 11 女 本科

?1 11 女 本科

?' 11 男 本科

?0 1$ 女 大专

?2 1$ 男 大专

?) 1$ 女 大专

?- 11 女 本科

?/ 1% 女 大专

?( 11 女 本科

?$% $( 女 大专

?$$ 1$ 男 大专

?$1 1$ 男 大专

?$' 1$ 男 大专

?$0 11 男 本科

?$2 11 女 本科

?$) 11 男 本科

?$- 1$ 女 大专

?&@!方法

?&@&?!资料收集
本研究采取一对一半结构式深入访谈法收集资

料)访谈开始前%研究者向受访者介绍访谈的目的+
内容+意义%告知其可随时退出本研究)经受访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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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后%全程录音并承诺遵守保密原则)根据访谈目拟
定访谈提纲!#$$您知道临床警报吗3 能谈谈您对它
的认识吗3 #1$您有与临床警报有关且印象深刻的一
次经历吗3 能具体谈谈吗3 #'$当您面对临床警报时
的心情是怎样的3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绪3 #0$实
习中%当临床警报响起时%您是怎么做的3 为什么要
这么做3 访谈过程中%不局限于大纲的访谈内容和顺
序%注意观察受访者的非语言行为%并及时采用提问+
反问+澄清等技巧以确认重点内容)每次访谈时间为

'%"2%9#,)

?&@&@!资料分析
访谈结束后%由访谈者在103内将访谈内容整理

成书面文字)采用D";:#cc#-步分析法%包括熟悉+识
别有意义的陈述+构建意义+聚类主题+进行详细描
述+生产基本的结构+验证基本结构%并运用?Q#Q"$1
M;S+软件对资料进行分析)

?&@&A!质量控制
为获取较全面的访谈资料%在访谈前根据研究目

的检索临床警报+护理教育等相关资料%并根据护理
教育和临床护理专家意见拟定访谈提纲%选择'名实
习护生进行预访谈后修改提纲%并再次咨询专家%对
访谈提纲进行完善(1名调查员均为硕士学历且为从
事护理教育和患者安全研究的注册护士(选择安静且
受访者熟悉的环境进行访谈%访谈过程中保持中立态
度(资料分析由课题组1名成员分别独立进行%当遇
到分歧时%由课题组讨论确定%以保证结论的信度)

@!结!!果

@&?!临床警报认知

@&?&?!有较好的警示作用
在访谈中%受访者对这一主题均有提及%认为临

床警报很重要%能够及时提醒医务人员关注患者的病
情变化)?$!-患者病情随时会变化%临床警报对医务
人员有提示作用).?2!-如果患者气道出现痰液堵塞%
呼吸机会报警提醒).

@&?&@!减轻护士工作负担
有'名受访者表示%临床警报可以分担护士部分

工作%减少护士来回跑动%减轻护士负担)?$%!-液体
输完%输液泵会报警%护士不用经常去查看输液是否
结束).

@&?&A!缺乏警报安全意识
实习护生对临床警报知识学习不够%对其带来的

危害缺乏了解%对其引起的不良事件知之甚少)?$0!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警报疲劳).?)!-老师没有讲过临
床警报相关的不良事件).

@&@!面对警报的不同情绪
实习护生在实习初期+中期及后期等&/'不同阶段

面对临床警报时出现了不同情绪)

@&@&?!实习初期"$'个月#

在临床实习初期%由于护生对患者病情不熟悉+
对医疗设备操作不熟练%当临床警报响起时%大多会
产生紧张感)?'!-警报一响%我就会紧张%因为我不
了解患者病情%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面对临床警报
而自己无法及时解决时实习护生会出现焦虑+担心的
情绪)?0!-输液结束时%出现多个输液泵同时报警的
情况)警报声就像在吵架%心里很慌+很焦虑).?$-!
-不能迅速识别哪个仪器在报警%感到很着急%担心患
者病情有变化).

@&@&@!实习中期"'")个月#
在临床实习中期%实习护生已基本适应警报声%

能积极协助老师处理问题)?$%!-实习几个月后%就
慢慢适应了%也知道该如何协助老师去处理).?$)!
-已听惯警报声音%能很淡定地去处理了).当能处理
临床警报时%实习护生会有成就感%感受到职业的价
值和成就)?1!-我现在能处理#临床警报$%觉得挺有
成就感的).

@&@&A!实习后期"&)个月#
在临床实习后期%实习护生对警报较熟悉%警觉

性降低%出现应答迟缓%有时还会有关闭警报等脱敏
行为)?'!-听到肠内营养注射泵报警%觉得不紧急%
就不会第一时间去处理).?(!-ZD\里警报很多%大多
不需要处理%后来对这些警报就麻木了).也有2名受
访者表示%需要不断地去处理警报声%感到工作压力
大)?$'!-听到警报声%就得赶紧处理%感觉好累%压
力大).

@&A!面对警报的不同应对

@&A&?!积极应对
当无法处理临床警报时%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会主

动寻求老师或同学的帮助以及时解决问题%从而保障
患者安全)?'!-我如果不能处理%就会去叫老师来处
理).?$%!-如果老师在忙%我会找同学来看怎么处
理).当临床警报响起时护生会有好奇和求知心理%下
班之后会主动借助学习资源来自学或者回顾教材以

提高应对临床警报的处置能力)?$!-我下班之后会
在网上查找发生临床警报的原因及如何处理).?$2!
-我会去翻教材%回顾临床警报相关理论知识).

@&A&@!消极应对

1名受访者表示因害怕被老师责备+患者和家属
不信任及担心发生护患矛盾等情况出现过逃避行为)

?$2!-老师讲了自己还是不会%害怕被老师责备%我就
当作没听到警报%等其他人去处理).?$1!-家属和患
者看我是实习生%有时会质疑我%我也担心自己处理
不好%会激化护患矛盾%所以有时就等老师去解决).
另外有1名受访者表示他们会根据经验+科室对警报
管理的态度等出现延迟应对的情况)?$)!-如果#临
床警报$总是因同样原因出现%我不会马上去看).

?$-!-我会根据老师对警报处理的态度来决定是否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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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去处理).

A!讨!!论

A&?!实习护生临床警报安全意识有待提高
本研究发现%大多数实习护生能够认识到临床警

报的作用及其重要性%与护士对此认识的结果&(.$%'一

致)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实习护生警报安全意识不
足%如对延迟应对临床警报的危害认识不足+对临床
警报造成护士身心的潜在危害缺乏认知)究其原因%
首先%可能与实习护生的临床警报教育未受到学校和
医院的足够重视%未对其进行系统的临床警报知识和
操作培训有关(其次%可能与部分带教老师不规范应
对临床警报有关%如不及时应答警报+不合理地将警
报阈值范围调大+消除警报声音等&$$')这些行为潜移
默化地影响了护生警报安全意识)HZ<I@A=f
等&$1'在研究中指出%应将临床警报培训纳入学校教
育%这表明学校和实习医院应重视向学生开展医疗设
备警报的培训%将临床警报相关内容纳入护生的实践
能力考核项目%不断强化学生的临床警报安全意识及
应对能力&$'')此外%为更好地引导护生树立牢固的临
床警报安全意识%医院还需加强对带教师资临床警报
安全方面的培训%规范正确处理临床警报的行为)

A&@!实习护生面对临床警报易出现各种情绪反应!
应分阶段调节

实习初期%护生由于对专业知识和仪器设备不熟
悉+缺乏临床经验+面对突发事件时应对能力较差&$0'%
在临床警报发生时容易出现紧张+焦虑+担心等负性
情绪)此阶段医院应以提高学生理论知识和警报处
置能力为目标%开展医疗设备常见警报的相关讲座及
各种警报处理的操作培训)M@CZBI@等&$2'研究发

现虚拟仿真技术能提高护生的知识掌握度及临床推

理能力%因此%在教学中应创新教学方式%比如引入虚
拟仿真技术等来帮助护生提高处理临床警报的能力%
增强自信心&$)'%降低其紧张+焦虑等负性情绪&$-')

实习中期%护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有了提升%知
晓常见临床警报的处理%从成功处理临床警报中获得
了成就感)马晓璐等&$/'研究发现护理本科生与患者

能够进行顺畅+有效地沟通时%可以体验到护患沟通
的成就感)成就感激发了努力学习+优化实践的内在
动力&$('%因此%此阶段带教老师应鼓励并指导实习护
生动手处理各种警报%使其获得成就感%从而提高其
应对警报的积极性)

实习后期%护生的专业知识和动手能力提升较
大%已较熟悉临床警报的处理%可能由于误报警的比
例高+警报声音辨识度不高等&1%'%导致护理工作量增
加%容易出现警觉性降低+压力大等情况)这提示护
士长和带教老师应向实习护生强化警报安全管理策

略%教会学生根据设备情况识别临床警报的优先级%
降低护生的警报疲劳%减轻其不良情绪反应)

A&A!引导实习护生积极应对临床警报是目前亟待解
决的问题

本研究发现%大部分实习护生通过寻求帮助和主
动学习等方式来积极应对临床警报%这可能与实习护
生对临床警报的兴趣&1$'及具有一定的患者安全意识

有关)但仍有部分实习护生面对临床警报时会采取
逃避或延迟应对等消极方式)这与石磊磊等&11'发现

的ZD\护士对呼吸机警报应答不足的研究结果类似)
实习护生之所以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首先%可能与
科室警报安全文化不足有关)目前大多数科室主要
关注医院感染+坠床与跌倒+用药错误等不良事件&1''%
未充分重视警报安全管理%更未引导护生采取积极方
式应对临床警报)其次%可能与医患关系紧张有
关&10')当临床警报响起时%部分患者和家属会高度紧
张%护生害怕若不能尽快处理警报问题%会激化医患
矛盾%出现逃避处理临床警报等行为)最后%可能与
带教老师对实习护生的支持不足有关)护生遇到不
知如何应对的问题或在不熟悉的工作环境中%带教老
师的支持会缓解护生紧张+怕出错的心理%增加其安
全感和应对积极性&$/')如果带教老师支持不足%护生
遇到困难时可能会出现逃避行为)因此%医院及科室
应积极营造警报安全文化%重视警报安全问题%加强
对实习护生警报管理意识的培养%关注实习护生警报
疲劳等问题%鼓励其主动应答警报)带教老师应指导
护生动手操作%这样既提高了护生的自信心%避免护
生成为患者安全事件中的第二受害者&12'%也保障了患
者安全%缓解了医患矛盾)与此同时%应营造支持性
学习环境%带教老师主动增加和实习护生的沟通%了
解其掌握程度%并且通过增加护生的应对资源和方
式%引导其积极面对临床警报带来的压力)

B!小!!结
本研究的受访者仅来自重庆市的2所三甲医院%

今后可对不同地区+不同等级医院的实习护生展开更
深入的研究)未来还可探索临床警报的培训方案%以
提高护生的临床警报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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