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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员循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构成及现况调查

许国琼（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庆　４０００１０）

　　【摘要】　目的　探讨护理人员循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构成及现状调查。方法　选择２４名护理专家对护理人

员开展循证护理实践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进行访谈，对结果进行分析，明确循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的构成。随后对重

庆市４所三级甲等医院９３６名护理人员进行循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现况的问卷调查，了解护理人员在循证态度、循

证知识、循证技能等方面的状况。结果　专家访谈结果的协调系数为０．６０１～０．７８３（均犘＜０．０１），变异系数均小于

０．２，说明专家的意见比较集中，一致性较好。５０．５％的护理人员初步具备循证护理素质，循证实践态度积极，但循

证知识和循证技能两方面较弱，且不同职称、学历、年龄的护理人员之间循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的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１）。结论　循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包括循证态度、循证知识、循证技能；护理人员均具备积极的循

证护理态度，但在循证知识和循证技能两方面较弱。护师及以上职称、本科及以上学历及３０～３９岁的护理人员循

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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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证护理打破了传统“经验式”的护理思想和工作模式，将

护理研究与护理实践有机结合，迎来一个崭新的以研究为基础

的护理学科时代［１］。循证护理的开展不仅对护理人员现有文

化及思维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对护理人员自身素质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国内外学者从护理人员开展循证护理外部支持

或阻碍因素，以及护理人员自身对科研的认识、实践等内在因

素两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２４］，对临床护理人员开展循证实

践所需的基本素质的调查报道很少。我国循证护理仍处于起

步阶段［５］，了解临床护理人员开展循证实践所需的基本素质构

成及现况，从而构建护理人员循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的培养方

案，已成为目前必须研究的关键问题。本研究从循证态度、询

证知识、询证技能３个方面对重庆市三级甲等医院不同层次护

理人员循证实践的基本素质构成及现状进行调查，旨在为后续

临床开展护理人员循证实践相关培训和教育的方向及管理实

践提供理论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２年７～１２月重庆市４所三级甲等

医院（２所教学医院、２所市级医院）在职护理人员作为调查对

象。首先每家医院护理人员按职称分层，每层选取２０％的护

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为了保证研究样本的代表性，故有意识

地选择典型的科室，如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及手术室等，排除

门诊及其他辅助科室。纳入标准为工作年限大于或等于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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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式或合同编制的注册护士；无慢性疾病；同意参与本研究

者。４所医院共纳入９３６名护理人员。年龄２１～５７岁，平均

（２９．３１±７．１９）岁，其中小于３０岁４２１名，３０～＜４０岁３７３名，

４０～＜５０岁１０８名，≥５０岁３４名；中专６５名，大专４３０名，本

科及以上学历４４１名；护士２１０名，护师４０２名，主管护师２９５

名，副主任及主任护师２９名。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护理人员循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构成　选择成功立项

市级及以上科研项目的副主任及主任护师２４人，对临床开展

循证护理实践护理人员应具备的循证态度、循证知识、循证技

能３个维度８个条目的基本素质进行访谈。最后对访谈结果

进行汇总分析，纳入一级维度和二级条目的筛选标准为重要性

赋值均数大于３．５分，满分比大于０．２，变异系数小于０．２
［６］。

１．２．２　护理人员循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现况　采用问卷方

法，问卷包括个人资料、问卷问题两个部分。个人资料包括年

龄、工作单位、工作时间、学历、职称、职务等６项。问卷问题涉

及循证态度、循证知识、循证技能３个维度８个条目。采用不

记名方式，问卷由研究者亲自发放、回收。问卷发放前，须说明

本调查的目的、要求和注意事项，被调查者独立完成问卷。将

循证素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转换为百分制，设４个层次，≤２５

分为“很差”、２５～５０分为“差”、＞５０～７５分为“合格”、＞７５分

为“良好”［７］。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算

各级指标均数、标准差、满分比、变异系数及访谈专家的协调系

数，应用简单优序图法和层次分析法计算各级指标的权重进行

描述性统计。定量资料进行χ
２ 检验及方差分析。以犘＜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护理人员循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构成　通过对２４位成

功立项市级及以上科研项目的副主任及主任护师的访谈结果

进行分析（表１～３）可知，均值均大于重要性赋值均数，说明被

访谈护理人员认为３项维度８项二级指标均重要，按权重值排

序为循证态度（０．２８０７）＞循证技能（０．２０１３）＞循证知识

（０．１９６７）。专家意见的各级协调系数犘均小于０．０１，变异系

数均小于０．２，说明访谈专家的意见比较集中，一致性较好，所

得结果可信。

表１　专家意见的协调系数检验

指标 协调系数 自由度 χ
２ 犘

维度 ０．６０１ ２ ２８．１５４６ ＜０．０１

二级指标 ０．７８３ ７ １９８．３５２７ ＜０．０１

全部指标 ０．６６７ ９ ２２３．８４２６ ＜０．０１

表２　护理人员循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维度咨循结果

维度 权值 评分（狓±狊，分） 变异系数 满分比

循证态度 ０．２８０７４．７２３４±０．４０２１ ０．０７５９ １．００

循证知识 ０．１９６７４．０００７±０．４９５１ ０．１１１８ ０．９２

循证技能 ０．２０１３４．２０２９±０．４６６７ ０．１００２ ０．９８

２．２　护理人员循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现况　对护理人员自主

填写的循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调查问卷结果进行分析，得到如

下结果（表４～５）：有５０．５％的护理人员初步具备循证护理素

质，但循证知识和循证技能两方面较弱，且不同职称、学历、年

龄的护理人员之间循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的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５）。

表３　护理人员循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二级指标咨循结果

维度
条目

（二级指标）
评分（狓±狊，分） 变异系数 满分比

循证 循证护理认知情感 ４．９８８７±０．２２３１ ０．０４２５ １．００

态度 循证护理行为倾向 ４．８６５９±０．２９８７ ０．０５１７ １．００

循证 对循证护理概念的理解４．５２８１±０．２８４６ ０．１００７ ０．９１

知识 对循证护理方法的认识４．７６６８±０．２４００ ０．０８１１ ０．８６

循证 评判性思维能力 ４．７６５７±０．４５５６ ０．１００１ １．００

技能 文献检索能力 ４．６８４４±０．４０９８ ０．１１１６ １．００

沟通交流能力 ４．７５８３±０．４３２１ ０．０９９７ ０．９８

临床决策能力 ４．６９９５±０．４２１９ ０．１０２７ １．００

表４　护理人员循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及各维度

　　　得分及分布情况

维度 评分（狓±狊，分）
评分层次（％）

良好 合格 差 很差

循证实践素质 １６１．８５±１０．２２ １．９８ ４８．５２ ４６．８８ ２．６２

循证态度 ５１．４６±８．０１ ６７．６１ ２１．７０ ７．４４ ３．２５

循证知识 ７６．２４±５．４２ ５．２８ ５５．７２ ２５．９９ １３．０１

循证技能 ３６．８４±６．１１ ３．５９ ４６．８７ ４７．１９ ２．３５

表５　各层次护理人员循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现况（狓±狊，分）

变量 循证态度 循证知识 循证技能

职称 护士 ４．８１７±０．７３３ ４．９６２±０．３１１ ５．００５±０．７６４

护师 ５．１１２±０．８１７ ５．０８９±０．６３７ ５．１０９±０．５６３

主管护师 ５．０１１±０．７８６ ５．１２８±０．３４９ ５．１２３±０．４５１

副主任及主任护师 ５．２９２±０．６３９ ５．１３１±０．４５７ ５．０９７±０．６５９

学历 中专 ４．７６４±０．７６５ ４．８１９±０．６３８ ４．８４６±０．８１３

大专 ４．８９６±０．７５１ ４．９９６±０．７０３ ４．９０４±０．７４１

本科及以上 ５．０９９±０．６５１＃ ５．１０２±０．３４１＃ ５．１５６±０．５６６＃

年龄 ＜３０岁 ５．１００±０．８１３ ５．００９±０．７２９ ５．１４１±０．３５６

３０～＜４０岁 ５．１２１±０．６５７ ５．１３４±０．５１４△ ５．１８９±０．６５７

４０～＜５０岁 ５．００１±０．７８２△ ５．１０２±０．６３３△ ５．０３４±０．５６２△

≥５０岁 ４．８４６±０．７５３△ ４．９９６±０．９５６ ４．９５６±０．６４２△

　　注：与护士比较，犘＜０．０５；与中专比较，＃犘＜０．０５；与小于３０岁

的人员比较，△犘＜０．０５。

３　讨　　论

３．１　构建护理人员循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的意义　了解临床

护理人员开展循证实践所需的基本素质构成及现况，从而构建

护理人员循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的培养方案，已成为目前必须

研究的关键问题［８９］。构建护理人员循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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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培养目标具体化，为后续临床开展护理人员循证实践相关培

训和教育的方向及管理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从而提高临床护理

质量，促进护理学科的不断发展。

３．２　护理人员循证护理实践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本研究结果

显示，护理人员循证护理实践的基本素质包括循证态度、循证

知识和循证技能三方面，按权重值排序为循证态度（０．２８０７）、

循证技能（０．２０１３）、循证知识（０．１９６７），这一基本素质的重要

性赋值与护理人员自觉开展循证护理的需求及培养计划相一

致。另外，从表ｌ可以看出，访谈专家的总体协调系数０．６６７，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说明专家认同护理人员应具备

的循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构成指标一致性程度高，意见趋于一

致，表明该结果真实、可信、合理，具有科学性。

积极的循证护理实践态度是护理人员进行循证实践的始

动剂。只有在积极的循证护理实践态度下，认识到循证护理开

展对提高临床护理质量的积极作用，护理人员才会将学习和实

践循证护理转化为一种自觉的护理行为［１０］。另外，在问卷调

查中护理人员循证态度评分也高于循证技能和循证知识，

８９．３１％的护理人员循证态度非常积极，这说明护理人员强制

或自觉的通过专题讲座、书面资料等形式，对循证护理实践和

随之而来的临床护理质量的提高、护理学科的发展有了积极、

正面的认识。

掌握扎实的循证技能是开展循证护理实践、提高实践水平

的基础，在此基础下，护理人员才能在正确的思维方法指导下

发现问题，寻找实证，进而应用最佳的方式解决问题。本研究

结果显示，在循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中，循证技能的平均期望

值为（４．２０２９±０．４６６７）分，权重值为０．２０１３，说明循证技能

是仅次于循证态度的重要素质。有关研究提出，合格的询证护

理主体必须具备相关的循证技能，包括评判性思维能力、临床

决策能力、文献检索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其中评判性思维能力

最为核心［８］。评判性思维能力系指合理质疑、善于发现问题、

用科学的方式解决护理问题的能力，它能够帮助护理人员形成

实践循证护理所必需的技能和性格［８］。但是，在临床实际运用

中循证技能合格的护理人员只有５０．５％。半数护理人员认为

在开展循证护理时询证技能不足，表现在不能发现临床工作中

的护理问题、不能判定研究质量的优劣、统计学分析结果看不

懂、研究结果正确与否不能肯定、阅读和理解外文文献困难、不

能将证据和临床经验高效结合解决临床问题。

实施循证护理要求现代护士具备 Ｔ型的知识结构，以主

专业的基础理论为深度、以相关学科为广度，使知识系统化、现

代化，这就要求护理人员必须具备丰富的循证护理知识及科研

设计、流行病统计学、医学英语等知识，才能将临床实践问题转

化为理论问题，寻找“最新、最好的证据”［８］。文献［９］报道，缺

乏循证护理知识的护理人员占３９．０％，尤其缺乏英语和统计

学方面的知识，其中１３．１％的护理人员不能对国内、外文献进

行有效地阅读、评价和利用。因此可知，护理人员缺乏科研设

计与统计学知识、论文阅读写作能力差、外语水平低等循证护

理知识的缺乏很大程度将影响临床开展循证护理，这与文献

［１１］报道一致。

３．３　护理人员循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发

现，护师及以上职称、本科及以上学历及３０～＜４０岁的护理人

员循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较好，与文献［１２］报道一致。这主要

因为此类护士的基础素质较好，主动学习意识较强，善于更新

观念，乐意接受各种有利于临床护理改革新事物，并且她们更

容易得到外出学习、培训的机会。

通过对重庆市三级甲等医院不同层次护理人员循证实践

的基本素质构成及现状进行研究发现，首先证实了循证护理实

践基本素质包括循证态度、循证知识和循证技能三方面，最基

本的素质是循证态度；并明确了护理人员具备较好实施循证护

理实践的态度，但在循证护理知识、技能方面较薄弱的现状，为

医疗机构有效地开展循证护理质量管理、提升循证护理实践水

平，提供参考依据，从而达到有效推进循证护理在临床开展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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