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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护士灾害护理核心能力与创新行为的研究进展 
邓永相 1  翟康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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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莞市中医院急诊科  广东东莞  523127 

摘要：目的：对急诊护士灾害护理核心能力与创新行为的研究进展进行概述分析，为急诊护士灾害护理核心能力及其创新行为
的相关性研究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文献综述与理论研究的方法开展本次急诊护士灾害护理核心能力与创新行为的相关性的概
述与研究。结果：目前急诊护士灾害护理核心能力水平较低，需进一步为护士创新行为提供一些制度与经济基础。结论：目前
对护士创新行为的研究大多为单个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为主，很少有对提升护士创新行为的干预性研究，且影响护士创新行为
的因素多样复杂，今后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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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护士作为医务人员的最大群体，其个人的创新行为将对

整个卫生保健系统的创新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1］

。包玲
［2］

等提出护士创新行为是指护理人员为促进患者健康、预防疾

病和提高照护质量，寻求和发展新方法、新技术或新的工作

方式等，在取得必要的支持和同意后，引入和应用于护理工

作中的行为过程。近年来整个护理专业领域都在倡导“变革

与发展”，护理创新领域逐步扩大（如从慢病管理到灾害护

理、从临床实践改进到护理管理理论、从多学科诊疗模式下

的患者个案管理到互联网+护理），创新获奖者呈现年轻化以

及创新成果科技含金量日益增高的变化。实践证明，创新不

仅能够优化护理服务质量，提升护理服务品质，同时可以促

进专业发展，提升护理工作者专业自信，投身创新、主动创

新已成为护理工作者迅速成长的必由之路
［3］

。因此，在全球

灾害形势严峻，自然灾害、人为伤害事故明显增多，严重威

胁人类的生产、生活
［4］

的环境下，急诊护士作为医院的门窗

护士，承担着医院大部分的急诊、抢救工作，是灾害救援工

作的主力军，有研究报道，在重大灾害事件发生时，88%的临

床护士认为急诊护士将发挥主要作用
［5］

，而灾害护理能力对

灾时应对和受灾人员灾后恢复影响巨大
［6-7］

；为了建立优秀

的护理灾害救护队伍，提升灾害救护能力，研究急诊护士的

灾害护理核心能力现状和创新行为及其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

意义。 

1 国内急诊护士灾害护理核心能力研究现状 

灾害护理则是指能系统、灵活地运用与灾害相关的护理

知识和技能，并开展一系列的活动减轻灾害对人类生命和健

康所构成的危害。陈瑶
［6］

等提出灾害护理核心能力包括个人

综合素质、应对能力、急救能力、灾害管理能力、涉外护理

能力；有研究显示，灾害护理核心能力包括：①掌握灾害护

理基本概念；②运用灾害评估方法；③为脆弱人群及其家庭

提供适当的灾害护理；④处理不同类型的灾害；⑤推动灾害

护理教育的发展
［7］

。目前，有关急诊护士灾害护理核心能力

的研究较少。劳洵姬
［8］

等参照李东文等编制的灾害救护核心

能力问卷量表于 2017 年对对衢州市人民医院、衢州市中医

院、柯城区人民医院和衢江区人民医院的急救护士的灾害护

理核心能力调查发现，急诊护士灾害护理核心能力均分为平

均分为(54．70±14．54)分，处于中等水平；陈爱霞
［9］

等利

用自行设定的急诊科护士灾害护理核心能力调查表对三甲医

院 50 名急诊科护士进行问卷调查，结果为 50 名急诊科护士

灾害护理核心能力总均分为 2.65 分±0.50 分，处于较低水

平。由此可见，目前国内急诊护士灾害护理核心能力水平不

高，加强灾害护理的继续教育至关重要。 

2 影响急诊护士灾害护理核心能力的相关因素 

2.1 护龄、职称和学历 

陈永惠
［10］

等研究显示，本科及以上学历护士的灾害护理

能力得分高于大专及以下学历护士; 护士灾害护理能力得分

低于护师、主管护师和副主任护师; 工作年限 ＜ 5 年护士

灾害护理能力得分低于工作 5～10 年和工作＞10 年的护士；

可能与接受的教育及临床工作经验有关；有研究者认为高学

历、高工作年限、高职称的急诊护士灾害护理核心能力偏高。 

2.2 教育培训 

陶秀萍
［11］

提出急救护士可出色地完成急救护理技能，甚

至能在运行中的急救车内成功地开展颈静脉穿刺，但是面对

灾难现场，大多数人表现的手足无措，原因在于未接受过专

业的技能培训。因此为急诊护士提供适宜的学习培训及体验

机会，可提升急诊护士的灾害随机应对能力和面对灾害情境

全面管理的能力。由此可见，接受灾害护理培训可提高急诊

护士的灾害护理核心能力。 

2.3 灾害救援护理实战经历 

李云峰
［12］

等以灾害护理能力评估条目为指引对 60 名参

与 2008 年四川地震救灾的护理人员对自身地震灾害护理能

力的评价调查发现地震救灾护理人员的灾害护理能力得分为

（3.13±0.189）分，对具备相关能力的必要性认识得分为

（3.82±0.086）分，尽管不同护理人员的灾害护理能力有所

差异，但亲历救灾可使她们对具备有关能力的必要性有共同

的认识，提示在护理教育与培训中要重视融入或逼真再现灾

害救援现场，可提高护士的灾害护理核心能力。 

3 国内护士创新行为的研究现状 

护士创新行为既包括发明创造，也包括新技术的引入或

跨界应用。其范畴包括临床护理实践创新行为（如临床新方

法、新技术、新的工作模式、新的管理模式等）、护理教育

创新行为（如新的健康教育、新的科普方法、新的培养模式、

新的护理理论等）和护理科研创新行为（如新的护理指南、

新的护理政策、申报或主持课题、基金等）等，因此研究护

士的创新行为具有积极意义。陈阳广
［13］

等采用护士创新行为

量表于 2018 年 12 月对广西 5 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临床护士

538 名进行调查，发现创新行为总分为（33.54±6.31）分，

处于中等水平；李晓凤
［14］

等利用中国台湾吴静吉等改编的创

新行为量表于 2019 年 10 月对对国内 21 家三级甲等综合医

院护士创新行为进行调查，发现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护士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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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赵丹丹
［15］

等采用护理创新行为量表

于 2020 年 3 月对江苏省内 12 所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的 846 名

低年资护士进行调查研究创新行为得分为（29.20±6.57）分，

处于中等水平。由此可见，临床护士的创新行为水平有待提

高。 

4 影响护士创新行为的相关因素 

4.1 个体因素 

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常见有人口学因素（年龄、性别、

护龄、学历、职务）、动机（工作内在动机、成就动机、精

神薪酬、自我超越）、工作态度（组织承诺）、思维特征（评

判性思维）、个体内心体验（心理资本、自我效能、心理授

权、核心自我评价、职业获益感）等。有学者提出，年资高、

护龄长的护士临床经验丰富，临床业务娴熟，更容易从临床

工作中发现问题，有更多的机会参加科研创新能力培训，因

此表现出较高的创新行为水平， 学历较高、参与基金研究项

目、有发明专利的护士，其创新行为较好；护士长理论知识

丰富、专业技能过硬作为医院护理管理的中坚力量和护理任

务的促进者，创新行为优于其他护士；自我情绪的运用和调

整能力较强的护士，在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而产生负性情绪

后，能够较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在

工作中显得游刃有余，有时间和余力进行创新方面的研究和

探索，创新行为评分也相应较高；护士在工作中体会到职业

给自己带来的益处与实惠时就会产生一种积极愉快的感受，

这种感受也就是护士的职业获益感，护士的正向职业感知水

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护士的创新行为创新行为。 

4.2 工作情境因素 

工作情境常见的影响因素有工作时间、时间压力、工作

压力、工作内容、任务特征、感知行为控制、任务自主性、

工作自主性等。有研究表明，工作压力与护士创新行为负相

关，而任务特征 、工作自主性可正向影响护士创新行为；工

作控制感、护士创新行为有直接正向作用，其中工作控制感

对护士的创新行为的效应为 0.487
［16］

。 

4.3 组织因素 

组织因素常见的影响因素有：组织氛围、组织创新氛围、

变革型领导、结构授权、支持性环境、组织支持、团队沟通、

知识分享等。研究表明，护士所感知的护士长变革型领导风

格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护士的创新行为，且对护士的创新效能

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创新氛围感知和创新行为正相关，

而创新小组活动模式有利于改善新护士的创新氛围，提高护

士的创新行为；授权管理使护士更多地参与到管理工作中来，

同时改善了患者的满意度评价，实现了护理质量的进步，充

分调动了护士的工作积极性，激发了护士的创新行为。 

5 小结 

有学者提出，创新行为的触发由“知识、思维、动机和

时间”四要素决定
［17］

。急诊科护士作为院内紧急救援任务的

承担者，在灾害救援中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但目前急诊护士

灾害护理核心能力水平较低,大多停留在理论知识的培训阶

段，缺乏实践操作和救灾实践，对培训需求强烈，需要医院

及相关部门重视灾害护理继续教育，提升灾害护理核心能力，

为急诊护士的创新行为奠定了知识基础；医院相关部门以及

护理管理层应重视医院和科室开放、民主、和谐、温暖的组

织创新氛围的构建，提供情感、资金、政策上等的大力支持， 

让护士以主人翁的身份去工作和创新，提高护士自我效能和

角色认同感，充分调动其创新积极性，产生积极主动、高质

量的创新行为；提升灾害护理救护质量。 

综上所述，目前对护士创新行为的研究大多为单个影响

因素的调查研究为主，很少有对提升护士创新行为的干预性

研究，且影响护士创新行为的因素多样复杂，今后有待进一

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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