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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护士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提高可有效预防控制传染病的发生。本研究通过调查发现高职护生传染病

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处于中等水平，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量表得分较高的条目是医护人员的职责、各

种传播途径的防护要求、手卫生正确实施方法，得分低的条目是传染病的感染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条例》、参与救援能力、风险沟通。应有针对性对护生进行相关培训，以提高护生的传染病突发事

件的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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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nurses to respond to infectious disease emergencies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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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ntrol the occurrenc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hrough this inves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re-
sponse abi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nursing students to infectious disease emergencies is at a medium 
level. The items with relatively high scores on the Infectious Disease Emergency Response Ability Scale 
ar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medical staff,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for various transmission routes, and 
correct implementation methods of hand hygiene. The items with low scores are the infection spec-
trum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Regulations on Emergency Response to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rescue participation ability, and risk communication. Targeted training should be provided to nurs-
ing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respond to infectious disease emer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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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造成或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

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等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事件[1]。由传染病引起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称为传染病突发事件。护理人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提高，对预防控制传染病的的效果更

明显[2]。高职护生是今后临床护理队伍的重要储备力量，应关注并加强其传染病应对能力的培养。研究

显示，护士在校期间的专业系统培训与今后临床工作胜任力密切相关[3]，因此本研究通过调查了解高职

护生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水平并探讨对策，为今后的培训提供参考依据。 

2.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某五年制高职学校 20~22 级护理专业学生，学生年龄在 17~20 岁，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6
个班级作为调查对象，共计 864 名学生纳入调查，遵循自愿的原则，最终 837 人参与调查。 

3. 方法 

3.1. 调查工具 

3.1.1. 一般资料问卷 
自行设计一般资料问卷，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居住地、学历、是否独生子女、是否班干部、是否参

加过相关培训、培训的意愿等。 

3.1.2. 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自评表 
采用阚庭编制的医护人员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调查问卷[2]，共有 38 个条目，包括 3 个维度即预

防能力(条目 1~3)、准备能力(条目 4~9)、救援能力(条目 10~38)，其中救援能力包括监测(条目 10~12)、
上报(条目 13~16)、医疗应对(条目 17~22)、公共卫生应对(条目 23~34)、风险沟通(条目 35)、特定情形下

的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条目 36~38)。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每个条目从“完全不了解”到“非常熟悉”

分别计 l~5 分，总分 38~180 分，得分越高说明应急能力越强，反之越差。得分越高说明应急能力越好，

反之越差。将总分换算成条目均分，条目均分>4 分表明应急能力高，3~4 分表明应急能力中等，<3 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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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突发事件应急能力低。问卷内容效度 0.872；各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 0.757~0.957，重测信度

0.448~0.772。 

3.2.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统一的指导用语说明调查的目的与要求，通过问卷星发送问卷，将问卷链接和指导语

发送给各班班主任，由各班班主任将问卷链接发送给学生，采用不记名方式现场填写。共回收问卷 837
份，剔除存在空白条目问卷，有效问卷 830 份。 

3.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行单因素方差分析、t 检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α = 
0.05。 

4. 结果 

4.1.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共 830 人，男生 85 人，女生 745 人，年龄 16~22 岁(19.48 ± 7.58)。301 (36.3%)人为班级班

干部，529 (63.7%)人未担任班干部；489 (58.9%)人为独生子女，341 (41.1%)人为非独身子女；682 (82.2%)
人来自城市，148 (17.8%)人来自农村。 

4.2. 高职护生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情况 

高职护生的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处于中等水平，量表中救援能力得分最低，见表 1。各维度得分

中较高的条目是：传染病的传播过程、医护人员的职责、各种传播途径的防护要求、手卫生的正确实施

方法，较低得分是传染病的感染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参与国际救援的能力、风险沟通能

力，见表 2。 
 
Table 1. Response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infectious disease emergencies (n = 830) 
表 1. 高职护生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情况(n = 830) 

项目 
应对能力等级(人(%)) 应对能力均分 

(x ± s) 高等 中等 低等 

预防能力 87 (10.5) 317 (38.2) 426 (51.3) 3.20 ± 0.50 

准备能力 233 (28.1) 434 (52.3) 163 (19.6) 3.27 ± 0.81 

救援能力 67 (8.1) 264 (31.8) 499 (60.1) 2.69 ± 0.63 

总分 67 (8.1) 499 (60.1) 264 (31.8) 3.16 ± 0.50 

 
Table 2. Response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infectious disease emergencies (n = 830) 
表 2. 高职护生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各维度得分较高和较低的条目(n = 830) 

维度 得分较高条目 得分 得分较低条目 得分 

预防能力 传染病的传播过程 4.48 ± 0.65 传染病的感染普 3.81 ± 0.94 

准备能力 医护人员的职责 3.93 ± 0.86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条例》 3.35 ± 1.13 

救援能力 
各种传播途径的防护要求 4.15 ± 0.78 参与救援能力 2.27 ± 1.07 

手卫生正确实施方法 4.67 ± 0.64 风险沟通 3.34 ±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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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高职护生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培训需求情况 

285 (34.3%)名学生表示接受过传染病相关知识教育，545 (65.7%)名学生没有接受过。91.8%的学生认

为有必要开展传染病相关知识教育，71.8%的学生愿意接受培训，24.8%的学生不确定，只有 3.4%的学生

不愿意。86%的学生希望培训形式希望是情景模拟及技能操作等形式，76%学生希望培训时间 3~7 天。 

5. 对策 

本研究结果表明，高职护生的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处于中等水平，说明现有的课程培训教学效

果一般，量表中救援能力得分最低，主要与护生缺乏临床经验有关，学生只有短暂的见习经历，没有只

针对传染病专科的系统见习。研究发现，高职护生较为熟悉的是：传染病的传播过程、医护人员的职责、

各种传播途径的防护要求、手卫生的正确实施方法，不太熟悉是传染病的感染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条例》、参与国际救援的能力、风险沟通能力，分析发现与《传染病护理》学习内容相关的会比较熟

悉，而与临床实际工作经验相关内容则了解较少，缺乏情境中的培训，调查显示多数护生愿意接受培训，

培训形式包括情景模拟训练、理论讲授及技能操作。本调查发现培训时间建议 3d~7d 较多(76%)，刘娟等

也建议培训时间 3 d 左右[4]。因此应有针对性的对护生进行专业、系统的培训，以提高其应对传染病突

发应急事件的能力。 

5.1. 多方合力，组建培训教育团队 

组建传染病培训教育团队有利于提高学生传染病应对能力。医卫类高职院校师资队伍中大多数具有

医学背景，为传染病应对能力培训提供了较多资源。有研究[5]提出将传染病应对能力纳入人才培养目标，

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内容融入课程体系。 
临床教师与校内专业教师共同制定培训内容并参与授课，制定传染病突发事件培训手册，培训内容

包括传染病相关理论知识、法律法规与应急预案、防护与消毒隔离知识、相关制度流程、心理护理与沟

通能力、操作技能培训等。学校卫生室带领学习校园传染病预防及处理管理制度，制定传染病预防活动

计划，校德育管理人员具体实施开展相关活动，课内课外、校内校外形成合力。 

5.2. 课程改革，创新教学模式 

传染病护理教学目前较多以传统理论教学为主，内容更新滞后，而新发传染病疾病在间断出现，新

的治疗技术和手段也在不断更新，传统教学模式培养的护理人才将较难适应岗位需求。面对逐渐复杂的

传染病发病流行趋势，传染病护理教学需要进行课程改革，增加实践教学，充分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

内容重构并整合教学资源，采用活页式教材更新知识体系，以更好的提高教学效果。赵菲等[6]采用基于

支架式教学的翻转课堂改革传染病护理教学模式，学生的学习成绩与综合能力都得到提高。王雪等[7]通
过建设传染病护理立体化教材，创新教学模式由教转向学，提高学生自主探究能力。蒋兰兰[8]以提高学

生职业能力为目的，改革传染病护理教学模式，将理论与工作实际相结合。刘清等[9]在传染病护理教学

中，探究课证融合教学模式，有效提升了学生的理论知识和技能水平，并且提高了预防接种上岗证考试

的通过率，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传染病护理教学是关系护理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只有创新教学模式，

与时俱进，才能够满足岗位需求。 

5.3. 产教融合，开展多种形式培训 

本研究中，34.3%学生学习过传染病相关课程，主要是 20 级学生学习过传染病护理专业课，学习了

常见传染病理论知识，但相关技能培训及应对能力没有涉及。高职护生缺乏临床实践经验[10]，首先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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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院企合作，开设医院课堂，让护生深入临床，感受临床工作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了解突发

事件处置中的角色和职责，提高公共卫生事业的责任感。一线临床名医走进学校授课，培养学生宏观看

待传染病的眼界格局，以及微观角度剖析个案的探索精神。注重培养学生“医者仁心、生命至上”的职

业精神和人文情怀，激发学生使命与担当。 
第二，线上线下混合式方式加强传染病理论及技能培训。医院导师与校内教师共同制定培训方案，

编写培训讲义。部分培训内容通过在线或远程直播的方式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通过在线教学平台引

入优质学习资源供学生学习。学习后设有随堂测试，检测学习情况。技能的练习设置两人为一组，采用

互相配合训练的模式进行演练强化、检查监督。第三，校内外开展相关主题活动。融入学校德育活动，

分年级开展相关活动如通过制作传染病知识小报、乐学平台传染病打卡积分、传染病知识竞赛、专家讲

座、技能竞赛等让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在活动中学习知识。 

5.4. 情景模拟，提高实践能力 

学生救援能力得分较低，主要与学生缺乏临床经验有关。情景模拟教学通过模拟临床真实情境让学

生在体验中学习，在情景模拟过程中，护生通过扮演角色，增加学习兴趣，提高学习体验感和主动性，

能更好的感受临床真实工作情境。同时开发虚拟仿真资源，身临其境地体验到虚拟环境中的各种情境，

提高学生的实战经验与应对能力。陶品月[11]通过情景模拟翻转课堂教学有效提升了护生的批判性思维

能力、护理操作理论及技能成绩。本研究中参与国际救援的能力、风险沟通能力得分较低，模拟训练可

以提高专业人员的应急风险沟通意识、知识和应急准备能力。肖美芳等[12]设置 7 个场景的演练方案，提

升了护士的急救技能应对能力。本研究调查中发现 86%的学生希望培训形式是情景模拟及技能操作等形

式。通过设置情景，角色扮演或者混合现实技术(MR)提供一个接近现实的培训场景，让护生增加体验感，

由简答到复杂，完成设定的任务或解决具体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提高实践能力。有研究通过竞赛活

动、视频学习、模型演示等多种学习形式，开展激励性的、游戏性的应急知识继续教育，为学生创造良

好的学习氛围[13] [14]。 

6. 结论 

本研究聚焦高职护生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现状与提升策略，发现当前高职护理教育在传染病

应急培训中偏重基础技能，而对复杂场景下的综合处置能力培养不足，尤其是法律法规意识、风险沟通

等能力有待强化，还需要增加培训，系统性补足护生传染病应急能力短板，不仅有助于提升未来护理人

才的专业素养，也为完善公共卫生事件“早发现、早处置”的基层防控链奠定了人才基础，对推动应急

护理队伍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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