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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综述近年来关于新入职护士应急能力的研究进展，以期为提升新入职护士的应急能力提供参考

依据。应急能力是新入职护士在临床工作中应对突发事件的必备素质，然而目前许多新入职护士的应急

能力相对较弱。因此，本文通过综述相关概念、新入职护士应急能力现状、影响因素及培训方式等方面

的研究，以期为提升新入职护士的应急能力提供参考。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本文希望为新入职护士

应急能力的提升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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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view the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emergency response abil-
ity of new nurses,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emergency response ability of new 
nurses. Emergency response ability is a necessary quality for new nurses to cope with emergencies in 
clinical work, but many new nurses’ emergency response ability is relatively weak at present. There-
fore, this paper reviews related concept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mergency response ability of new 
nurse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raining methods,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emergency response ability of new nurses. Through the review of relevant studies, this paper ho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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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mergency response 
ability of new n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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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冠(COVID-19)疫情暴露了全球医护突发事件准备和应急能力不足[1]，其中护士在医疗救援团队中

所占比例较大，且新入职护士每年以年均 8%的速率递增[2]，增长十分迅速，因此提升新入职护士应急

能力的需求变得更加突出，同时提升新入职护士的应急能力对突发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有着重大影响。

本文主要对近几年新入职护士的应急能力进行综述，以期为今后提升应急能力提供参考依据。 

2. 相关概念 

2.1. 新入职护士 

新入职护士是指从学校里出来参加临床工作，并且已经在护理岗位上工作了两年不到的护士[3]。根

据数据登记每年新入职护士人数以每年 25,000~26,000 的速率增加[4]，已经成为了整个医院护理工作的

主体。 

2.2. 护士应急能力 

护士应急能力是指在突发事件中，能够及时、准确地注意到病人的病情变化，快速作出判断和决策，

并能与其它医务人员一起进行紧急处理的能力[5]。 

3. 新入职护士应急能力现状 

2003 年 SARS 暴发，科研研究大多以政府、卫生体系和医疗机构为研究对象，而这些研究仅仅是针

对护理人员参与突发事件时本身存在的缺陷进行问卷调查，并未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护理人员应急能

力的提升微乎其微[6]。因此，2019 年新冠疫情暴发时，大家开始重视应急能力的培训，并开始完善相关

的培训体系。陈鑫等研究表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8 日收治的 138 名患者中新护士

感染占比高达 29%，且新入职护士往往缺乏相关的训练和情景模拟演练，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和理念，

以及对患者的心理应变能力差，针对以上问题构建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科医院防护培训体系[7]。马瑞

珩等[8]在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德尔菲方法和层次分析方法，建立并确定了包含急救护

理技能、传染病相关知识、应急处置能力 3 项一级指标、12 项二级指标、52 项三级指标，但该评价指标

体系未进行后续发展，未形成可操作的调查医务人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工具。惠艳红等[9]采用

Delphi 方法征询专家，并对其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重测信度和内容效度等测试，以验证其信效度。最

后，构建的急诊护士批量伤员救治核心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6 个一级指标、20 个二级指标、74 个三级

指标，但该指标体系未经过后续大样本调查进一步检验其信效度。阚庭等[10]采用文献分析法、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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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专家组研讨法；德尔菲法建立了一个由传染病应急管理能力、应急准备能力、应急救助能力三个一

级指标组成的核心应急能力指标，这一指标体系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医务人员应该

具有的应急能力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尽管现国内对新护士进行了多项研究并开展了培训，但新护士仍然

缺乏充分的应变能力和十足的救援信心，因此新入职护士应急能力的培训还需进一步完善。 

4. 新入职护士应急能力影响因素 

4.1. 主观因素 

1) 缺乏专门的技术和临床实践的经验。新护士的理论基础较差，尤其是专业理论知识较少，不善于应

对突发事件，应急药品使用不及时；静脉通路不能迅速建立，手术过程混乱，容易造成护理的安全问题[11]。 
2) 护士的观察及护士与患者之间的交流不够充分。新入职护理人员在整体救治中对疾病的观察能力

较差，无法与医师进行有效的合作，且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对遗嘱的正确认识和处置能力不足[8]，容

易错过抢救的黄金时期。因为护理人员缺乏交流技能，不能很好地回答问题，所以很可能会让病人误会

病情，让病人感到不舒服，造成治疗工作的被动或者耽误了抢救的时间，从而引发了医疗纠纷，其低年

资护士的应急能力综合得分为(3.37 ± 0.71)分与高年资护士的应急能力综合得分为(3.64 ± 0.58)分(P < 
0.05)，有所差距[12]。 

3) 心理健康状况不佳。许多新护理人员在学校模拟情境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在实践中遇到突

发状况时，往往会慌乱，从而影响到抢救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其新护士的心理资本得分(88.24 ± 11.729)
分与高年资心理资本得分为(94.88 ± 14.511)分(P < 0.05) [13]。 

4) 专业态度不佳。自我约束力较弱、工作作风不端正、责任心较弱、工作马马虎虎、自学能力较弱[14]。 
5) 情绪易变。因工作压力大，身心疲惫，长期处于精神压力之下，新护士易情绪激动、情绪不稳定、

情绪波动大而影响新护士的工作效率[13]。 

4.2. 客观因素 

1) 学习和训练。在实践操作方面有研究表明，新护士得分为(132.75 ± 24.22)分与高年资护士得分为

(136.64 ± 20.96) (P < 0.05)，因此接受过紧急情况训练的新护士比未经训练的新护士的应变能力稍好[15]。 
2) 业务部门。研究结果显示，新护士的核心素质与科室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李红[14]研究发

现，新护士在预防能力、准备能力、救援能力三个层面上有显著性差异，其中重症监护护士得分(3.81 ± 
0.51)比内科、外科都高(P < 0.05)。王荟苹等[16]研究发现，外科新护士的得分(98.94 ± 18.44)比内科新护

士的综合素质得分要高(P < 0.05)。 
3) 护理人员对不同文化的认识。研究表明[15]，应急救援护士多元文化护理认知的影响因素，研究

发现，工作时间长、学历高的应急救援护士比工作时间短、学历低的护士高，受过相关科目培训的护士

及格率比没有学过该课程的护士的及格率高，语言、沟通能力强的应急救援护士合格率高于沟通能力较

低者(P < 0.05)，而不同年龄、民族、职称的护士得分无显著性差异(P > 0.05)。 
4) 医院等级。研究显示[14]，通过问卷调查，了解了不同等级医院、不同层级的新护士的专业知识、

技能及临床核心能力。研究发现，三级医院新护士的综合素质得分(3.83 ± 0.50)高于二级医院得分(3.75 ± 
0.52) (P < 0.05)。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基层医院中，参加标准化训练的新护士不多，且缺乏临床实习经验。 

5. 新入职护士应急能力培训方式 

5.1. 开放训练 

沈宇宏等采用常规教学方式与开放式培训进行对比，对照组培训前得分(46.18 ± 2.87)，培训后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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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4 ± 2.48)，观察组培训前(46.98 ± 2.8)，培训后(71.32 ± 2.64)，由此可知对新护士进行开放式训练，能

提升其护理技能与应变技能之综合素质，使其学习潜力与学习动力得以充分发挥[17]。 

5.2. 班级制教学 

按照护理人员的入科时间，将班级分为三个级别，每一个级别都有一位老师，并针对各级别护理人

员的特征制定了对应的教学方案[18]。李凡等[19]选择 53 例新进护理人员作为对照，第一年由护理部组

织的新进护理人员进行常规的培养，第二年由全科室的在岗护理人员进行常规的培养。选择 2008 年

7~2012 年 6 月 48 位新进入护理人员作为实验组，在常规的基础上，还进行了 3 年的标准化培训，每一

级都有一个清晰的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和培训方法，在经过选拔之后，班主任会安排培训、考核和辅导

等工作。经过 3 年的训练，两个小组在理论考试、操作考试、满意度以及护理安全事故的发生情况进行

了对比，观察组综合得分比对照组综合得分高 15%左右。因此，通过实施分层教学，可以有效地提升初

级护士的专业护理操作技能以及急诊护理操作技能，从而使患者的满意度、工作配合的满意度、同行护

士的满意度得到了提升，同时也减少了不良反应的发生。 

5.3. 多样化的授课训练 

朱恒美等[20]针对初级护理人员开展多种形式的授课训练。1) “一对一”教学：加强初级护理人员

的急救技能及急救技能的训练。2) 开展护理巡回培训：通过每月一次的培训，提高初级护理人员的综合

能力，加强突发事件的认识。3) 个案与情境仿真教学：训练初级护理人员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变处理与协

调能力。经训练后，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比对照组理论成绩、操作成绩、核心能力、自我效能得分

分别高 10%左右，透过多样化的授课方式，可提升初级护理人员之基本常识，提升其信心与满意度。 

5.4. 个案研究与教学方法 

何成雨等[21]以一份调查表对初级护理人员的临床紧急情况技能指导战略的满意度进行了问卷调研，

发现初级护理人员将个案研究作为指导方式，对他们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变技能进行了理论与实际的学习，

而情境仿真训练则是第 2 位。程颖等[22]比较了两组入院未满 2 年的护理人员的训练方式，以常规方式进

行，以真实病例为基础，针对提高低年资护士心电图辨识水平，对各重点环节，分别设置心电监护人员、

带教教师和护士长；由心脏科医生参与编写教材及授课计划，明确心电图训练的重点是心电生理知识和

心电图基础知识。了解正常及异常的 ECG 模式的辨识。每周四和周五上课一节，每节课一节，每节课两

节，授课的内容一样，并由科室主任指定专人参与。训练时间为三个月。每个参加过训练的护士都会在

群里建一个群，讲课完后，会有讲师把下一节课要讲的心肺复苏的内容发给群里，在这一周里，学生可

以自己去自学下一节课的内容，并在实际工作中收集和整理与本章相关的资料。第二节课和下一节课的

相关案例，都会被记录下来，然后用手机拍下来，发给大家。学生们要对每一份心电图做出正确的判断，

并且能够说出每一种波的特征，以及作为一种心电检查的基础，如果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那么就要把

自己的问题记录下来，以便在课堂上听取同学们的分析和教师的解释。训练前新护士对难以辨认的非典

型心电图的特征，例如：心房颤动、心肌缺血、心肌梗死，正确率为 25%~51%。采用案例引入法对新护

士进行了针对性的教学，经过训练，辨认正确率为 69%~89%。 

6. 总结 

总之，应急能力是现代护理人员必备的素质，但却是当前护理人员尤其是年轻护理人员中较为欠缺

的一环。可以通过对新入职护理人员的训练，使他们能够对急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从而加强

与病人的交流和防护。医疗机构应持续关注对护士的专业知识及技术的掌握程度，不断加强紧急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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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和决策能力，并通过对病人的满意度、病人的病情控制情况等方面判断新入职护士的应急能力是

否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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