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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住院患者对实习护理专业学生信任度现状!探寻患者对实习护理专业学生不信任的根源!提出应对策略!以提

高护理专业学生的实习质量&采用冈谷惠子护患关系信任度量表对
#&8

例住院患者进行问卷调查&住院患者对实习护理专业学

生的总体信任度一般!不同特征患者在构成信任度的五个维度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护理实习生应在临床工作中结

合患者的个体特征进行针对性护理!要善于运用专业知识以提高患者对实习护理专业学生的信任度&

关键词"住院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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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医患矛盾日益激化#作为医疗过程中主要的人际关

系之一#护患关系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实习护士是未来

医疗活动的主要成员#是医患沟通的桥梁#在护患关系上有不

同的特点(有研究指出#患者对护理专业学生的不信任是实习

护理专业学生与患者之间关系的主要矛盾焦点)

"

*

(通过比较

不同特征住院患者对实习护理专业学生的信任度#采取有针对

性的改进建议#以促进护理专业学生实习质量的提高#推动和

谐护患关系的建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E

月
"

日至
I

月
E&

日#台州市

三级以上医院各科室$包括各内科'外科和妇科&的住院患者#

要求住院时间大于或等于
ES

#意识清楚#能理解问卷内容#有

表达自己意见的能力#并愿意参与本研究(

$$/

!

研究工具
!

包括住院患者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学

历'专科'住院时间&及冈谷惠子的护患关系信任度量表)

#

*

(该

量表译成中文后由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护理学院的
%

名护理专

家评定#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此量表应用于护理专业学生具

有较高的灵敏性'可靠性#可用于进行正式调查)

E

*

(量表共
I"

个条目#涉及
%

个维度#即一贯性'安心感'尊重'对未来的信

心'对知识和技术的确信(每个条目按
I

个等级进行评分#完

全同意为
I

分#基本同意为
E

分#基本不同意为
#

分#完全不同

意为
"

分(其中
E"

项正向条目#

"&

项反向条目(所有条目累

计得分即为量表总分#得分越高表明信任度越高(

$$'

!

方法
!

由研究者亲自发放问卷#用统一指导语对患者解

释#一对一展开调查#由患者自行填写或研究者代填后收回(

问卷共发出
#"%

份#回收
#"%

份#回收率
"&&$&&D

#有效问卷

#&8

份#有效率
CG$HID

(

$$1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2''"H$&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计量资料以
Oh9

表示#两组间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H

检验#多

组之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K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患者一般情况
!

参与调查的
#&8

位患者#男性
GI

例#占

E&$8D

%女性
"II

例#占
GC$#D

%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

例#

占
ICD

%高中
%&

例#占
#ID

%大专
EG

例#占
"H$ED

#本科及以

上
#&

例#占
C$GD

%年龄结构!

"%

'

E%

岁患者
"#G

例#占

G&$GD

%

EG

'

G&

岁患者
HI

例#占
E%$GD

%

G&

岁以上患者
8

例#

占
E$8D

(住院时间
E

'%

HS

的为
"E#

例#

H

'

"ISI#

例#

"IS

以上
EI

例(

表
"

!!

不同特征患者对实习护理专业学生信任度的比较

项目
7

得分$分#

Oh9

&

H

或
) K

性别

!

男
GI ""8$E"h"8$%% &$%& &̀$&%

!

女
"II "#&$#"h"H$G"

学历

!

初中及以下
"&# ""C$CGh"H$"C "$C& &̀$&%

!

高中
%& "#&$IIh#&$GG

!

大专
EG "#&$HHh"%$I#

!

本科及以上
#& ""E$8&h"8$#"

专科

!

外科
G# ""C$HHh"C$#" "$C& &̀$&%

!

内科
II "##$I&h"8$%8

!

妇产科
"&# ""8$EEh"G$HI

年龄

!

"%

'%

EG

岁
"#G "&&$#Hh"C$8C &$8& &̀$&%

!

EG

'%

G&

岁
HI "&I$#Ih"H$H"

!)

G&

岁
8 C"$#&h"%$&C

住院天数

!

E

'%

HS "E# "#&$%Hh"8$EG G$H& &̀$&%

!

H

'

"IS I# """$GHh"E$8#

!&

"IS EI "#%$HGh"H$IC

/$/

!

住院患者对实习护理专业学生的信任度状况
!

#&8

位住

院患者对实习护理专业学生信任度总分最高分
"G#

分#最低分

H"

分#平均
"#&$#"

分(信任度
%

个维度得分由高到低分别为

安心感)$

E$&Ih&$8H

&分*'尊重)$

#$CCh&$CC

&分*'一贯性

)$

#$C8h&$8E

&分*'对未来的信心'知识技术的权威性

)$

#$H#h&$G#

&分*(得分较高的
%

项依次为$

"

&我在实习护士

面前很放松#没有什么不敢说的)$

E$HIh&$G#

&分*%$

#

&实习护

+

88G#

+

检验医学与临床
#&"G

年
C

月第
"E

卷第
"8

期
!

:,@X*S3AK+

!

'*

5

>*J@*?#&"G

!

ZBA$"E

!

0B$"8

"

基金项目!

#&"%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项目$

#&"%"&E%&&"#

&(

#

!

通讯作者#

(7J,KA

!

C&G&8IHEH

$UU

$OBJ

(



士不会把我和其他患者比较而来批评我)$

E$G%h&$8#

&分*%

$

E

&实习护士与我个人的联系#不会使用室内广播)

E$GIh

&$H%

&分*%$

I

&实习护士没有不管我的时候)$

E$%8h&$HE

&分*%

$

%

&在实习护士面前#我不会感到憋得慌#没有自由)$

E$%Hh

&$8E

&分*(得分较低的
%

项依次为$

"

&实习护士能考虑到我的

爱好和习惯)$

#$&%h"$&#

&分*%$

#

&我正想要什么的时候#实习

护士常常就到了)$

#$"&h"$&%

&分*%$

E

&听了实习护士的话我

恍然大悟)$

#$EGh&$C#

&分*%$

I

&不论哪位实习护士#对我的病

情都很清楚)$

#$E8h"$""

&分*%$

%

&实习护士能让我做自己想

做的事)$

#$E8h"$&%

&分*(

/$'

!

不同特征患者对实习护理专业学生信任度的评分比较
!

不同性别'学历'专科'年龄的患者对实习护理专业学生信任度

的总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

&#不同住院时间的患者

对实习护理专业学生信任度的总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见表
"

(

/$1

!

不同特征患者信任度各维度得分比较
!

见表
#

'

G

(不

同性别患者在对未来的信心维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不同年龄患者在一贯性'安心感和对未来的信心维度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不同学历患者在各维度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K

&

&$&%

&%不同专科患者在一贯性维度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K

%

&$&%

&%不同住院时间患者在除尊重外各维度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K

%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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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患者各维度的得分情况

维度 分组 得分$分#

Oh9

&

H K

一贯性 男
EE$&Gh%$%8 &$##

&

&$&%

女
E#$GHh%$H#

尊重 男
E#$#8h%$G# "$C&

&

&$&%

女
EE$##hE$C8

知识 男
"8$C"hI$"G &$&G

&

&$&%

女
"C$&HhI$G#

安心感 男
#"$"ChE$CH &$&8

&

&$&%

女
#"$E%hE$%E

对未来的信心 男
"#$88hE$HI E$8C &̀$&%

女
"E$C&hE$E%

表
E

!!

不同年龄患者各维度的得分情况

维度 分组 得分$分#

Oh9

&

) K

一贯性
"%

'%

EG

岁
E"$HGh%$HG %$I8 &̀$&%

EG

'%

G&

岁
EI$E%hI$CI

)

G&

岁
EI$%&hH$E%

尊重
"%

'%

EG

岁
E#$CHhI$&& &$#8

&

&$&%

EG

'%

G&

岁
E#$HGh%$%E

)

G&

岁
EI$&&h#$%"

知识
"%

'%

EG

岁
"8$8"hI$"% &$E%

&

&$&%

EG

'%

G&

岁
"C$E#h%$&I

)

G&

岁
"C$%&hI$"H

安心感
"%

'%

EG

岁
#&$C8hE$## C$IE &̀$&%

EG

'%

G&

岁
##$E&hE$C"

)

G&

岁
"H$&&hI$EI

对未来的信心
"%

'%

EG

岁
"E$G&hE$EI G$E& &̀$&%

EG

'%

G&

岁
"I$&&hE$GG

)

G&

岁
C$%&h&$%E

表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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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学历患者各维度的得分情况

维度 分组 得分$分#

Oh9

&

) K

一贯性 初中及以下
EE$EHh%$&& "$H"

&

&$&%

高中
E#$8IhG$88

大专
E#$IIh%$"8

本科及以上
E&$E&hG$&#

尊重 初中及以下
E#$H%hI$8I "$&E

&

&$&%

高中
E#$H#hG$G%

大专
EI$""hE$G"

本科及以上
E#$E&hI$#8

知识 初中及以下
"C$&8hI$I# &$CG

&

&$&%

高中
"C$G8h%$##

大专
"8$G"hE$EE

本科及以上
"H$8&hI$%I

安心感 初中及以下
#"$%EhE$8G &$EH

&

&$&%

高中
#"$&8hE$H&

大专
#"$#HhE$%E

本科及以上
#&$H&h#$HC

对未来的信心 初中及以下
"E$#EhE$IC "$HE

&

&$&%

高中
"I$"#hE$H#

大专
"I$EEhE$#C

本科及以上
"#$H&hE$&"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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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专科患者各维度的得分情况

维度 分组 得分$分#

Oh9

&

) K

一贯性 外科
EE$HHhI$C8 I$&G &̀$&%

内科
EI$&&hG$"C

妇产科
E"$GHh%$G%

尊重 外科
E#$E#h%$%I "$C#

&

&$&%

内科
EI$&IhI$IC

妇产科
E#$8#hE$8E

知识 外科
"C$%8hI$HC "$&8

&

&$&%

内科
"C$#HhI$IH

妇产科
"8$%HhI$#H

安心感 外科
#&$HHhI$#% "$I%

&

&$&%

内科
##$&&hE$GE

妇产科
#"$E"hE$#%

对未来的信心 外科
"E$E#hE$CC "$#"

&

&$&%

内科
"E$&ChE$%I

妇产科
"E$CGhE$"E

表
G

!!

不同住院时间患者各维度的得分情况

维度 分组 得分$分#

Oh9

&

) K

一贯性
E

'%

HS E#$8Eh%$HH H$II &̀$&%

H

'

"IS E&$%#h%$I"

&

"IS E%$I"hI$E%

尊重
E

'%

HS E#$C8h%$&# "$GI

&

&$&%

H

'

"IS E#$&&h#$%I

&

"IS EE$88hI$I%

知识
E

'%

HS "C$&GhI$%I G$8G &̀$&%

+

C8G#

+

检验医学与临床
#&"G

年
C

月第
"E

卷第
"8

期
!

:,@X*S3AK+

!

'*

5

>*J@*?#&"G

!

ZBA$"E

!

0B$"8



续表
G

!!

不同住院时间患者各维度的得分情况

维度 分组 得分$分#

Oh9

&

) K

H

'

"IS "H$#8hE$I"

&

"IS #"$&&hI$G#

安心感
E

'%

HS #"$G#hE$HE I$#I &̀$&%

H

'

"IS "C$8Gh#$%#

&

"IS #"$8#hI$#"

对未来的信心
E

'%

HS "I$&HhE$E& %$C& &̀$&%

H

'

"IS "#$&&hE$EG

&

"IS "E$G%hE$8H

'

!

讨
!!

论

'$$

!

住院患者对实习护理专业学生的信任度分析
!

由表
"

可

知#患者对实习护理专业学生信任度总体一般#各维度得分较

高的是安心感和尊重#较低的是对未来的信心(这可能因为护

理实习生本身人格的独特性!热情'积极#但同时初入临床#护

理综合能力欠缺#不足以赢得患者的充分信任(表
#

中得分高

的项目大多与素质及工作态度有关#如/我在实习护士面前很

放松#没有什么不敢说的0/实习护士不会把我和其他患者比较

而来批评我0/实习护士与我个人的联系#不会使用室内广播0(

在日常基础护理中实习护理专业学生与患者的频繁接触成为

了护患关系建立的重要契机之一#尤其以其他形式$仪表'着

装'姿态'情绪等&与患者进行互动沟通#加之自然的亲和力提

高了患者对实习生的信赖感(

得分较低的项目集中于专业决策'护理素养上#如/实习护

士能考虑到我的爱好和习惯0/我正想要什么的时候#实习护士

常常就到了0/听了实习护士的话我恍然大悟0等得分最低#可

能有以下相关因素!护理实习生缺乏社会阅历和临床思维#无

法收集到与患者病情相关的一切有效资料与信息#自然就无法

从宏观上评估患者的病情'性格'心理状态等%医院制度'疾病

限制的影响#护理工作无法满足患者所有需求#尤其在面对患

者不合理要求时护理实习生难以把握人文关怀的适度性和专

业性(

4,SWK+

等)

I

*提出护患信任即包括人际关系和专业能

力#孙玉英)

%

*的研究也发现护患缺乏有效沟通是引发护患冲突

的基本原因#所以扎实的理论知识和沟通技能是赢得患者信任

的基础#辅以适当的关护是关键(

'$/

!

不同特征住院患者对实习护理专业学生信任度的差异
!

本研究发现#不同性别'年龄'专科及住院时间的患者对实习护

理专业学生信任度评分存在差异(

'$/$$

!

性别
!

女性患者在对未来的信心上即在护士的帮助

下#对未来疾病康复的信心比男性高(这可能是由于男女在信

心获得上的程度不同#相较于女性而言#男性建立信心可能需

要更多的心理资源(有研究表明女性的可信任对象以情感为

延伸)

G

*

#对于女性患者来说#当其处于疾病状态时#情感可能更

脆弱#当女性被给予心理安慰和情感支持时很可能对对方产生

信任(男性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独立'坚强等特质#不易

被周遭环境所影响#所要求的标准更加具体和固定#因此在护

理男性患者时护理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是信服的关键(

'$/$/

!

年龄
!

不同年龄段的患者在一贯性'安心感及对未来

的信心三个维度表现出的信任度明显不同#尤其是老年患者在

安心感和对未来的信心上得分偏低(一方面这可能与患者的

自身素质有关#包括人生阅历'价值观等导致评价上的落差#信

任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变量#它与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关#

强调信任与个体经验有直接关系)

H

*

%另一方面护理实习生可能

在护理不同患者时的角色转化有待提高#对年龄差距较大者的

心理需求难以捉摸#不善于运用沟通技巧(同时#老年时期个

体知觉感和人格特征的变化对信任的建立有显著影响(老年

人的心理防卫及适应能力下降#对躯体疾病所带来的精神负担

的耐受能力减退#较易出现忧虑'不安'疑病等复杂心理%老年

期患者治疗后若病情反复迁延#治疗效果不明显#以及伴随着

各种功能的减退#生活自理能力下降等#往往会变得异常悲

观)

8

*

(因此#实习护士在护理老年患者时除了保持高度的热情

外#还应关注老年人的心理活动变化#发挥情感支持'医疗资源

的有效利用#以提高他们对疾病恢复的信心#从最大程度上接

受实习生的护理(

'$/$'

!

专科
!

不同专科患者在一贯性上的差异#表现为内科

患者的评价较高(一贯性即护士对患者承诺的一致性#这与不

同疾病要求的专科护理能力'科室管理及患者抗压能力有关(

慢性疾病的患者对护理要求的满足不如急性病患者紧迫#且由

于疾病的缓慢发展#内科患者的心理耐受能力相对较好#所以

对实习护士的护理更易接受(而良好的科室管理制度和方法

能有效引导护理专业学生学习和实践#带教方式也起到重要作

用(

),?S+*?

R

等)

C

*研究指出#当患者不满意嘈杂的环境时#对

护理工作及护士的信任度会下降(良好的科室环境有助于提

高患者对实习生的满意度(

'$/$1

!

住院时间
!

在一贯性和对未来的信心上住院
"

周内的

患者信任度比
#

周以上者高#中间过渡期患者最低(该时期患

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与护理#期待值逐渐降低#耐受力不及

最初#特别在对疾病认识不清的情况下更会陷入迷惘与倦怠#

所以在护理不同住院时间的患者时要给予有针对性的关注#抓

住细节#获取信心(在知识和安心感上则表现出日常积累的重

要性(

'$'

!

小结
!

信任程度受信任方'被信任方和制度文化背景的

影响)

"&

*

(在新的形势下#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提高患者对实

习生的信任度不仅需要从患者'实习护理专业学生入手#还要

着眼于医疗环境的调整#特别是在应对不同特征患者时需采取

针对性护理(临床实习是护理专业学生转变的关键#当前患者

对护理实习生的信任度评价有待提高(护理教育者应注意加

强个体化沟通与护理专业性的匹配#科室管理者应提高带教模

范作用#引导护理专业学生将理念融入行为中#锻炼护理综合

能力以提高患者对实习护理专业学生的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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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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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宝鸡市中心医院麻醉手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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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了解有潜在感染危险性的手术对手术室护士心理健康的影响&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3:7C&

$和自行设计问卷对
%8

名手术室护士进行问卷调查&将原始数据输入计算机用
'2''"C$&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和处理&有潜在感染危险性的手术对手

术室护士的心理影响体现为
'3:7C&

中躯体化%强迫症状%焦虑%敌对%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恐怖各因子水平均高于国内常模"

K

%

&$&%

$#偏执%精神病性与国内常模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

$&参与有潜在感染危险性的手术对手术室护士的心理健康

影响不容乐观!应该给予正确的指导和心理干预&

关键词"潜在感染危险性#

!

手术#

!

护士#

!

心理健康

!"#

!

$%&'()(

"

*

&+,,-&$)./0(122&/%$)&$3&%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GH#7C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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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GC"7&#

!!

手术室护士在工作过程中面临的诸如
.;Z

'

.!Z

'

.3Z

'

梅毒'结核等有潜在感染危险性的手术时#职业暴露的风险会

影响其心理健康)

"

*

(

#&&8

年美国卫生保健人员国立监测网

$

0,'.

&发布的数据显示
#%D

的职业暴露发生在手术室#暴露

人群
IED

是护士)

#

*

(为探讨有潜在感染危险性的手术对手术

室护士心理健康的影响#本课题组对
%8

名手术室护士进行了

问卷调查#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院
%8

名手术室护士#年龄
#&

'

%E

岁#平均

$

E&$G%h%$CH

&岁(其中女
%E

名'男
%

名%护士
"%

名'护师
#H

名'主管护师
"I

名'副主任护师
#

名(从事手术室工作
%

年以

内
"%

人#

%

'

"&

年
#&

人#

"&

'

#&

年
"8

人#

#&

'

E&

年
I

人#

E&

年以上
"

人(

$$/

!

调查工具

$$/$$

!

一般情况问卷
!

由调查者自行设计#用以了解测试者

一般情况#具体包括性别'年龄'职称'从事手术室工作年限以

及对配合有潜在感染危险性的手术的心理状态等(

$$/$/

!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3:7C&

&

)

E

*

#用于测试受试者心理

健康水平#共
C&

个项目#包含了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

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精神病性'其他等
"&

个因子#采

用
"

'

%

级评分方法#分数越高#心理健康的水平越低(该量表

在国内广泛应用#信效度较高)

I

*

(

$$'

!

方法
!

集中对
%8

名手术室护士进行问卷发放#要求按指

导者的引导语统一独立作答(发放问卷
%8

份#回收
%8

份#回

收率
"&&D

(

$$1

!

统计学处理
!

将原始数据输入
'2''"C$&

软件包进行统

计学分析和处理#计量资料以
Oh9

表示#

H

检验比较两组间差

异#

K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问卷调查 对纳入研究者进行调查
!

见表
"

(

/$/

!

手术室护士
'3:7C&

各因子与健康成年人比较
!

见表
#

(

表
"

!!

对参与有潜在感染危险性手术相关

!!!

问题的调查#

7a%8

$

调查项目 感染源 构成比$

D

&

接触到的感染源
.!Z GG$E

.3Z "%$C

.;Z &$C

梅毒
E%$G

过去
#

年中是否发生过职业暴露 是
"&$E

否
8C$H

手术前是否需要技术指导 是
C&$H

否
8$I

无所谓
&$C

对有潜在感染危险性的手术是否抗拒 是
#C$C

否
"E$"

工作要求没办法
%H$&

能否做到标准预防 是
E"$8

否
"I$&

有时可以
EC$#

没有条件
"%$C

参与该类手术是否会带来压力 是
GI$&

否
"E$#

是#但能克服
##$8

职业暴露后是否需要心理支持和心理干预 是
88$H

否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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