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管理 DOI:10.3969/j.issn.1672-9455.2021.16.043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级医院护理人员科研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李小红,陶品月,陈 林,潘琪妮,黄惠桥△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护理部,广西南宁
  

530007

  摘 要:目的 调查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级医院护理人员科研能力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护士科研能力

提升方案的制订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护理人员科研能力自评量表,对广西壮族自治区37家三级医院护理人

员科研能力现状进行问卷调查,分析调查结果。
 

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3
 

179份,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级医院护理

人员科研能力总分为44.00(33.00)分,各维度中问题发现能力维度得分最高,资料处理能力维度得分最低。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工作年限、职称、学历、科室、参加培训学习频次、家庭或领导支持情况、认为科研工作的

重要性、是否申报过科研课题、是否发表过论文是护理人员科研能力的影响因素(P<0.05)。
 

结论 广西壮族

自治区三级医院护理人员科研能力处于中低等水平,医院管理者可通过提高护士认识、完善培训体系、加大科

研经费投入、建立激励机制、发挥人才优势、加强交流合作等措施提高护理人员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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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护理学科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学科的外延和

内涵在不断拓宽,正发展成一门以科研循证为基础的

实践学科,护理科研是推动护理学科发展的重要手

段[1-4]。护理科研能力被定义为护理人员进行研究的

能力,是护理科研发展的优先事项和根本保障[5-6]。
近年来国内大量医院和学术机构致力于提高护理人

员的科研能力,如提高护士的科研意识、积极性和产

出率等,但相对国际水平和其他学科而言,高质量护

理论文和科研项目的产出仍不容乐观,各种原因导致

的护理人员科研能力不足是阻碍我国护理科研发展

的主要因素[7-9]。因此,了解护理人员科研能力现状,
找出影响护理人员科研能力的关键因素,对促进护理

学科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对广西壮族自治

区三级医院护理人员科研能力现状进行调查并分析其

影响因素,以期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乃至全国护理科研能

力培训及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0年8—10月,采用方便抽样方

法对广西壮族自治区37家三级医院护理人员进行问

卷调查。纳入标准:(1)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级医院在

职注册护士;(2)知情同意,愿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

准:(1)非本院护士(包括进修生、实习生等);(2)休产

假或病假≥3个月的护士;(3)其他原因调查期间不在

岗的护士。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年龄、

工作年限、职称、学历、职务、科室、参加培训学习频

次、家庭或领导支持情况、科研态度、培训需求、科研

申报、论文发表情况等。(2)护士科研能力自评量

表[10]:包含6个维度30个条目,分别为问题发现能力

维度、科研实践能力维度、资料处理能力维度、论文写

作能力维度、文献查阅能力维度、科研设计能力维度。
采用Likert

 

5级评分方法,回答结果为完全能做到、
经常能做到、尚可做到、较少做到、无法做到,分别给

予评分4~0分,总分最高120分,最低0分,>80~
120分为高等水平,>40~80分为中等水平,0~40分

为低等水平。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1,重测信

度为0.902,信度、效度良好。
1.2.2 调查方法 通过问卷星进行线上调查和数据

收集,正式调查前,随机抽取30名护士进行预调查,
根据预调查结果对问卷进一步完善。研究者将问卷

发送给各医院护理部主任,各医院护理部再发送给护

士通过手机匿名填写。设置所有题目为必选题,一部

手机账号只能填写1次,数据整理阶段对有逻辑错误

及总分偏离均数3倍标准差以外的问卷重新审查,剔
除无效问卷。回收问卷3

 

329份,有效问卷3
 

179份,
有效回收率为95.49%。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率描述,偏态分布计

量资料以M(Q)描述,采用秩和检验比较不同特征护

理人员科研能力得分情况,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护

理人员科研能力的影响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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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科研能力得分情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级医院

护理人员科研能力总分44.00(33.00)分,各维度中问

题发现能力维度得分最高,资料处理能力维度得分最

低。见表1、图1。
表1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级医院护理人员科研能力

   得分情况(分)

项目 维度得分[M(Q)] 维度均分(M/条目数)

问题发现能力维度 6.00(3.00) 2.00

文献查阅能力维度 9.00(6.00) 1.50

科研实践能力维度 6.00(6.00) 1.50

论文写作能力维度 9.00(6.00) 1.20

科研设计能力维度 5.00(5.00) 1.20

资料处理能力维度 6.00(6.00) 1.00

总分 44.00(33.00) 1.47

图1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级医院护理人员科研能力各维度

均分雷达图(分)

2.2 不同特征护理人员科研能力得分情况 不同年

龄、工作年限、职称、学历、职务、科室、参加培训学习

频次、家庭或领导支持情况、认为科研工作的重要性、
是否通过培训获得科研知识、是否申报过科研课题、
是否发表过论文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表2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级医院不同特征护理人员科研能力得分情况比较(n=3
 

179)

项目 年(岁) [n(%)] 得分[M(Q)] 统计量 P

年龄(岁) 18~30 1
 

519(47.78) 45.00(35.00) 32.177 <0.001
 

>30~40 1
 

138(35.80) 40.00(32.00)

>40~50 420(13.21) 48.00(33.4)

>50~57 102(3.21) 55.50(34.50)

工作年限(年) 0~5 929(29.22) 51.00(34.00) 36.647 <0.001
 

>5~10 974(30.64) 39.00(35.00)

>10~15 486(15.29) 41.00(32.00)

>15~20 260(8.18) 39.00(33.00)

>20~25 220(6.92) 46.00(34.50)

>25~30 205(6.45) 56.00(38.00)

>30~37 105(3.30) 55.00(37.00)

职称 护士 796(25.04) 55.00(36.00) 105.036 <0.001
 

护师 1
 

338(42.09) 39.00(33.00)

主管护师 766(24.10) 41.00(33.00)

副主任护师及以上 279(8.78) 56.00(33.00)

学历 中专 51(1.60) 44.00(38.00) 23.588 <0.001
 

大专 956(30.07) 46.00(36.00)

本科 2
 

147(67.54) 42.00(32.00)

研究生 25(0.79) 92.00(32.50)

职务 有 408(12.83) 55.00(33.00) -5.829 <0.001
 

无 2
 

771(87.17) 42.00(32.00)

否 2
 

628(82.67) 41.00(31.00)

科室 内科 859(27.02) 40.00(33.00) 16.938 0.005
 

外科 861(27.08) 46.00(33.00)

妇科 171(5.38) 43.00(31.00)

儿科 212(6.67) 44.00(34.00)

急诊或重症 270(8.49) 44.00(33.00)

其他 806(25.35) 46.50(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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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级医院不同特征护理人员科研能力得分情况比较(n=3
 

179)

项目 年(岁) [n(%)] 得分[M(Q)] 统计量 P

参加培训学习频次(次/年) 1 827(26.01) 38.00(33.00) 44.437 <0.001
 

2 405(12.74) 41.00(32.00)

3 138(4.34) 50.00(30.00)

>3 1
 

809(56.90) 48.00(45.00)

家庭或领导支持情况 支持 2
 

352(73.99) 47.00(29.5.00) 50.537 <0.001
 

一般 798(25.10) 38.00(32.00)

不支持 29(0.91) 30.00(49.50)

认为科研工作的重要性 重要 2
 

601(81.82) 46.00(34.00) 59.871 <0.001
 

一般 560(17.62) 36.00(34.00)

不重要 18(0.57) 32.50(29.50)

是否期望通过培训获得科研知识 是 2
 

825(88.86) 45.00(34.00) -3.085 0.002
 

否 354(11.14) 38.00(35.50)

是否申报过科研课题 是 393(12.36) 63.00(38.00) -14.168 <0.001
 

否 2
 

786(87.64) 41.00(31.00)

是否发表过论文 是 551(17.33) 59.00(40.00) -10.307 <0.001
 

2.3 科研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以科研能力总分为因

变量,以年龄、工作年限、职称、学历、职务、科室等得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工作年限、职称、
学历、科室、参加培训学习频次、家庭或领导支持情

况、认为科研工作的重要性、是否申报过科研课题、是
否发表过论文是护理人员科研能力的影响因素(P<
0.05)。见表3。

表3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级医院护理人员科研

   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自变量 β SE
标准化

β值
t P

常量 83.302 5.218 15.965 <0.001

工作年限 0.275 0.135 0.089 2.037 0.042

职称 -5.689 0.966 -0.197 -5.891 <0.001

学历 2.317 0.932 0.046 2.485 0.013

科室 0.681 0.220 0.052 3.094 0.002

参加培训学习频次 1.551 0.341 0.078 4.551 <0.001

家庭或领导支持情况 3.128 1.009 0.056 3.101 0.002

认为科研工作的重要性 4.797 1.148 0.075 4.178 <0.001

是否申报过科研课题 19.313 1.537 0.244 12.562 <0.001

是否发表过论文 11.611 1.718 0.169 6.759 <0.001

3 讨  论
 

3.1 科研能力现状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级医院护理

人员科研能力处于中低等水平,低于潘银河等[11]、王
艳荣等[12]调查的三甲医院护理人员科研能力水平,高
于李晓艳等[13]调查的西安市三甲医院护士科研能力

水平,可能与研究对象的工作年限、学历层次和来源

的医院级别不同等有关。护士临床工作任务繁重,缺

乏开展科研工作的时间,且大多数护士学历起点较

低,未接受过系统的科研知识培训[7,14],广西壮族自治

区壮族自治区地处西部欠发达地区,高学历护理人才

较为缺乏,可能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护理人员科研能力

较低的原因。各个维度中问题发现能力维度得分最

高,资料处理能力维度得分最低,科研设计能力维度

与国内多项研究结果类似[12,15]。护理人员多在临床

一线,而科研选题主要来源于临床实践[11],所以在工

作中容易发现研究问题,但由于未接受过系统的科研

和统计学知识培训,科学的分析资料和科研设计较为

困难。
3.2 科研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3.2.1 工作年限、职称、学历 研究结果显示,工作

年限>25~30年、副主任护师及以上职称、研究生学

历护理人员科研能力得分最高,这与目前国内大多数

护理人员科研能力调查结果相似[13,16]。高年资、高职

称护理人员临床经验丰富,多承担质控、教学、管理等

岗位工作,参加科研和相关培训的时间和机会更多,
且职称晋升多需要科研论文。因此,该人群科研能力

水平较高。但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工作年限、职称

护理人员科研能力水平有两头高中间低的趋势,究其

原因,一方面近年来年轻的高学历护理人才陆续充实

到护理队伍中,他们工作年限不长、职称不高但科研

能力水平较高;另一方面,工作年限和职称处于中间

状态的护理人员随着工作年限的延长往往会失去工

作热情,职业倦怠感逐渐增加[17],且需承担结婚、生
子、工作等多重压力而缺少参与科研的时间[18],故得

分较低。就学历而言,研究生教育阶段会系统地培养

学生 的 科 研 意 识、科 研 设 计 和 统 计 学 方 法 等 知

识[19-20],故研究生学历护理人员科研能力更高。
3.2.2 科研需求、态度及培训 尚少梅等[21]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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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示,我国护理人员有较强的科研培训需求,主要

集中在科研选题和论文写作培训等方面,故急需建立

一套适应我国护理人员需求的科研培训体系。研究

显示,科研态度是科研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22],积极

的态度能引导护理人员主动学习科研知识,提高护理

科研参与度。目前虽然大多数护士承认护理科研的

价值,但普遍认为科研是困难或非常困难的,所以参

与度很低[7],因此,如何使护理人员转变态度,提高其

积极性和参与度是管理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3.2.3 科研申报、论文发表等其他因素 本研究结

果显示,是否申报过科研课题、是否发表过论文是护

理人员科研能力的影响因素,与彭剑英等[15]的研究结

果一致。只有具备一定的科研基础知识才能申报科

研课题、撰写论文,而申报科研课题、撰写论文的过程

又是以需求为导向的科研能力提升过程。就护理人

员所在科室而言,其他科室和外科护理人员科研能力

得分较高,但本研究未对“其他”科室进行细分,对结

果分析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外科护理人员科研能力较

强可能与近年来外科新技术、新治疗手段等发展迅

速,护理人员积极探索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护理手段等

有关[23]。
3.3 护理人员科研能力提升建议 (1)护理管理者

将护理科研能力提升纳入到护理队伍发展规划层面,
强调护理科研的重要性,提高护士认识,转变护士态

度。(2)完善培训体系,管理者可借鉴国内外研究成

果及成功经验,针对薄弱环节、重点人群,建立个性化

的培训体系,丰富培训形式,如采用分层培训[4]、激趣

导学培训[24]等,创新培训手段,提高培训参与度。(3)
加大经费投入,配置护理科研专项经费,用于科研培

训、成果奖励、护理人员带薪进修和学历提升等,建立

激励机制,为护理科研发展提供经费保障。(4)发挥

高年资、高职称、高学历护理人才科研优势,通过成立

科研兴趣小组、攻关团队等,以点带面的方式带动护

理人员整体科研能力提升。(5)加强交流合作,加强

学科间、国际国内交流合作,取长补短,全面提高护理

人员科研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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