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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对成都地区三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IC U护士照护机械通气病人的态度
、

主观行为规范及其行为意向进行研究
,

为相关的护士培训提供依据
。

方法 应用 《护士对照护机械通气病人的行为态度
、

主观行为规范和行为意

向》量表中文修订版对近三个月内照护过机械通气病人的IC U 护士进行测评
,

描述IC U 护士照护机械通气病人的态度
、

主观行为规范和行为意向
。

结果 分别有69
.

1%
、

91
.

3 %
、

95
.

8 %的IC u 护士对照护机械通气病人的行为态

度
、

主观行为规范和行为意向为正性
。

结果 绝大多数IC U护士对照护机械通气病人持积极的行为态度
、

主观行为规

范和行为意向
。

机械通气是呼吸衰竭病人呼吸支持治疗的重要

措施
,

它的应用为抢救病人争取了时间和条件
,

明

显提高了呼吸衰竭患者的生存率
。

随着机械通气技

术在临床的普及
,

需要长期或短期机械通气治疗的

病人越来越多
。

资料显示
,

北欧地区在重症监护病

房 (IC U ) 接受治疗的病人中有 80 %需要接受机械

通气治疗「’j
。

机械通气病人在心理
、

生理和社会上

对护士存在高度依赖
,

护士 良好的照护行为对保证

机械通气治疗的有效性和这类病人的康复至关重

要
。

为此
,

我们对成都地区三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IC U 护士照护机械通气病人的态度

、

主观行为规范

及其行为意向进行了现状调查
,

以期为相关的护士

培训提供参考
,

现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L l 调查对象

纳人标准
:
在成都地区三所三级甲等医院ICU

病房工作
,

近三个月 内照护过机械通气病人的护

士
。

排除标准
:
有精神疾病或心理障碍

,

目前正在

服用抗精神病方面药物的护士
。

将三所医院符合抽样标准并愿意参加本研究的

IC U护士全部纳人
,

共 1 67 人
。

L Z 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
。

调查问卷为香港理工大学

护理学院 M叮ri ek C hu m
一

m in g C H o W 博士依据理

性行为理论制定的 《护士对照护机械通气病人的

行为态度
、

主观行为规范和行为意向》(A tri tu d e ,

S u
bj

e etiv e N o

rm
,

& B eha v io ra l In te n tio n o f N ur ses

To w a rd M ee h a n ie a lly Ve
n tila te d p a tien ts

,

A sIM p )

原版量表的中文修订版
。

理性行为理论 (th co 可 o f re as on ed ac tio n ,

T R A )

由 Fi s
hb ei n 和 Aj ze n

提出 [2]
。

该理论认为
,

人的

行为意向 (b eh
a v io ra l in ten tio n ) 直接决定其行为

(be hav in r
)
。

个体的行为意向又受多种 因素影 响
,

主要包括行为态度 (be hav in ra l att itu de ) 和主观行

为规范 (
s

ubj
evt iv e n o

rm
,

SN )
。

行为态度是对行

为的总体评价
,

包括对行为的信念以及对行为结果

的评价
,

即价值判断
。

主观行为规范包括个体对社

会规范的信念以及遵从社会规范的动机
。

各变量间

的相互关系见图 l
。

量表的中文修订版包括两部分
:
第一部分以问

卷形式调查研究对象的人 口统计学资料
,

包括性

别
、

年龄
、

工作年限
、

职称
、

学历等 ; 第二部分是

L议ert
一

7 分评定量表
,

由 3 大类 7 个部分组成
: (l)

行为态度
,

共计 21 个条 目
,

其中行为信念
、

行为

价值判断各 10 个条 目 ; (2 ) 主观行为规范
,

共计

9 个条 目
,

其中社会规范信念和遵从社会规范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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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理性行为理论示意图
F19 1 R a tio n a lb e ha v io r th e o ry d ia g ra m

机各 4 个条 目; (3 ) 行为意向
,

共计 25 个条 目 ;

总量表共 55 个条 目
。

各分量表的内容效度指数为

0. 7 9 一 1
.

0 0
,

总量表的内容效度指数为 0. 9 2; 各分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系数为 0. 62
一 0. 93

,

总量

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
.

86
。

1
.

3 资料收集与处理

在护士长配合下
,

由研究者向研究对象说明研

究目的
、

意义
,

征得知情同意后发放问卷
,

要求每

个调查者独立完成问卷
。

完成后的匿名问卷由被调

查者装人信封放人指定信箱
,

研究者定时收回信

箱
。

用SP Ssl 1
.

5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2 结果

本次共发放问卷 167 份
,

回收有效问卷 14 2份
,

有效问卷回收率93 %
。

2
.

1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

见表 1
。

2. 2 行为态度
、

主观行为规范和行为意向总体情况

见表2
。

2. 3 条目分析结果

2. 3
.

1 行为信念 条目均数分析显示 (表 3 )
,

IC U

护士行为信念得分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
“

照护机械

通气病人时
:
需要我给予这个 / 这些病人更全面的

照护 ; 为我提供了一次学习 / 更新知识的机会 ; 增

加 了我 的自尊 / 专业感
” 。

得分最低的三个条目分

别是
“

照护机械通气病人时
:
让我感到有压力 ;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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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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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15 go o d
,

bec au
se it Pro v ide

s m e a ehan
ee to lea ro / u Pd at e m y kn ow led g e

.

是好的
,

因为它可 以使我给予这个 〔这些 ) 病人更全面的照护
。
/ It 15 go od

,

b ee
au

se it re qu ire
s

me
to g iv e

mo
r e e

om Pre hen s iv e ear e to thi
s Pat ien灯the

se Pat ie nt s
.

是好的
,

因为它为我提供了一次挑战
。

It 15 g o o d
,

b e e
au

se it Prov ide
s m e a eha lle n ge

.

是不好的
,

(由于我照护机械通气病人知识和/ 或经验的缺乏 ) 可能会将机械通
气病人置于危险中

。

瓜 15 bad, b汉别朗e it m ay Put m echan ica lly
v en ti】ated p ati en ts at ri sk

是不好的
,

因为它造成我照护其他病人的时间减少
。

It 15 bad
,

b e e

aus
e it e

aus
e s m e to sP en d 比5 5 tim e o n o th er Pat ien ts

.

是不好的
,

因为可增加院内交叉感染机会
。

It 15 bad
,

b ee
au

se it m ay inc re as e

the
ehan ee o fero ss in fe e ti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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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7

成我照护其他病人的时间减少 ; 会增加院内交叉感

染的机会
” 。

2. 3. 2 行为价值判断 条目均数分析显示 ( 表 4 )
,

IC U 护士行为价值判断得分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
“

根据我的经验 / 理解
,

我认为照护机械通气病人
:

是好的
,

因为它为我提供了一次学习 / 更新知识的

机会 ; 因为它可以使我给予这个 ( 这些 ) 病人更全

面的照护 ; 因为它为我提供了一次挑战
” 。

得分最

低的三个条目分别是
“

据我的经验 / 理解
,

我认为

照护机械通气病人
:
是不好的

,

( 由于我照护机械

通气病人知识和 / 或经验的缺乏 ) 可能会将机械通

气病人置于危险中 ; 因为它造成我照护其他病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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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减少 ; 因为可增加院内交叉感染机会
” 。

2 .3. 3 社会规范信念 IC U 护士社会规范信念得分

由高到低依次为护士长
、

病人家属
、

护理同事和医

生希望其应该尽力照护好机械通气病人 (表5 )
。

2人4 遵从社会规范的动机 IC U 护士遵从社会规

范的动机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愿意按照护士长
、

医

生
、

护理同事和病人家属希望的那样去做 (表 6 )o

2. 3. 5 行为意向 行为意向各条目分值区间为 1 一 7

分
。

条目分析显示
,

IC U 护士行为意 向条目均分最

低为 5
.

80
,

最高为 6. 9 1; 所有条目中
,

持正性行为

意向百分比最低的为83
.

8%
,

最高为 100
.

0%
。

3 讨论

3. 1 行为态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
,

分别有 60
.

9%和74
.

4%的IC u

护士照护机械通气患者的行为信念和行为价值判断

为正性
,

原因可能是本次研究对象均来自三级甲等

医院
,

该等级的医院对护士的甄选和聘用有相对严

格的要求
,

较注重对护士的继续教育
、

工作态度和

工作能力的培养
。

另外
,

有 82
.

4 %的研究对象接受

过机械通气方面的培训
,

对机械通气及其护理知识

的掌握对树立正确的照护机械通气患者的行为信念

和行为价值判断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行为信念和行为价值判断两

个分量表中
,

分别有 52
.

8% 和 27
.

5% 的研究对象

认为
“

照护机械通气患者会造成照护其他患者的时

间减少
” ,

这一结果可能与机械通气病人护理工作

量大
,

而护士人力资源普遍缺乏有关
。

同时
,

分别

有 71
.

8% 和 4 2. 3% 的研究对象认为
“

照护机械通

气患者会增加院内交叉感染的机会
” ,

这一结果比

较意外
,

原因可能是
:
¹ 研究对象对院内感染的

认识存在差距 ; º 个别护士在 日常护理工作中可

能本来就没有注意到预防院内感染的问题
。

另外
,

在行为信念分量表中有 54 2 % 的研究对象认为
“

照

护机械通气患者让我感到有压力
” ,

这可能与机械

通气护理工作内容复杂
,

对护理技能要求高
,

患者

对护理需求量大等因素有关
。

在行为价值判断分量

表中
,

23
.

2% 的研究对象认为
“

照护机械通气患者

是不好的
,

由于我照护机械通气患者知识和 / 或经

验的缺乏可能会将机械通气患者置于危险中
” ,

提

示应加强对 IC U 病房护士机械通气方面的培训
。

此外
,

产生 以上结果的原因也可能是
:
以上 4 个条

目均为反向计分
,

描述方式与其它条目略有差异
,

可能研究对象在填写问卷时没有仔细阅读这些条目

C hi n J E v id 一b a s e d M e d . 20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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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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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
。

关于对照护机械通气患者的行为态度
,

69
.

1%

的IC U 护士为正性
。

国内外对护士行为意向的研究

表明
,

护士的行为态度随服务对象的不同而不同
,

如韩国护理专业学生认为照护艾滋病患者会使其感

染艾滋病
,

并且会受到周围人群的歧视
,

因此他们

对照护艾滋病患者这一行为的态度为中性 [4l
。

本研

究中
,

护士的服务对象为机械通气患者
,

这类患

者对护士的高度依赖也许增进了护士对他们的责任

感
。

此外
,

本研究还发现
,

绝大多数护士感知到无

论是机械通气患者
,

还是患者家属
、

护理同事
、

医

生和护士长
,

均认为护士应照护好机械通气患者这

一弱势群体
,

这些因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护

士对照护机械通气患者积极行为态度的形成
。

3. 2 主观行为规范

在社会规范信念分量表中
,

90 % 以上的IC U 护

士认为护士长
、

病人家属
、

护理同事和医生希望其

应该尽力照护好机械通气患者
,

可能与护士处于一

个等级严明的工作环境中
,

使其对周围人群的看法

非常关注有关[4 1
。

IC u 护士依次认为 (由高到低 ) 护士长
、

病人

家属
、

护理同事和医生希望其应该尽力照护好分派

给她的所有机械通气患者
。

出现以上结果的原因可

能是IC U 为全封闭
、

全方位
、

高质量的精细护理场

所
,

收治病人多为无 自主能力者
,

而且无家属 陪

伴
,

处于该环境下
,

护士 长作为护理质量的管理

和监督者
,

必然会对IC U 护士的言行举止
、

各项护

理工作进行有效干预和监督
,

使IC U 护士容易感知

到护士长是最希望其尽力照护好机械通气病人的人

群
。

另外
,

IC U 一般不允许家属陪伴
,

家属更会将

对病人的担心和对治疗
、

护理的要求直接告知护

士
,

甚至向护士反复强调
,

从而使IC U 护士认为病

人家属是除护士长外最希望其照护好机械通气病人

的群体
,

而护理同事和医生次之
。

在遵从社会规范的动机分量表中
,

绝大多数

IC U 护士表示愿意按照护士长
、

患者家属
、

护理同

事和医生希望的那样去照护机械通气患者
,

出现这

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护士希望其工作得到周围人群

的肯定
,

为了被认可
,

她们会按照这些人群希望的

那样去照护机械通气患者
。

在对护士遵从社会规范的动机有重要意义的人

群中
,

IC U 护士表示想按照护士长希望的那样去照

护机械通气患者的人数最多
,

这一结果也许与护士

长既是专业上的权威又是护士最直接的上级有关
。

这一点与国外研究结果一致
,

And y M c
Ki ul ay 等 [5]

运用理性行为理论对护理专业学生对老年患者照护

行为意向的研究结果显示
,

研究对象表示最愿意按

照对其进行直接管理的带教老师希望的那样去照护

老年患者
。

由于照护机械通气患者是一项专业性和技术性

极强的工作
,

护士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可能会认为完

全按照患者家属的要求照护患者是不合理的
,

因

此
,

表示愿意按照患者家属希望的那样去照护机械

通气患者的护士最少
。

90 % 以上IC U 护士的主观行为规范为正性
,

可

能有 3个原因
:
¹ 研究对象均来自整体医疗水平较

高的三甲医院
,

自身素质较高 ; º 护士对有重要

意义的人群 ( 护士长
、

医生
、

护理同事和患者家

属 ) 认为护士应尽力照护好机械通气患者有良好的

感知
,

这在本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 ; » 护士为了

自身工作能够得到认可和肯定
,

愿意按照周围人群

希望的那样去照护机械通气患者
。

3. 3 行为意 向

仅极少数 IC U 护士照护机械通气患者的行为意

向为负性 ( 1
.

6% ) 和中性 ( 2. 6% )
,

且条目分析

显示条 目最低均分均在 5
.

80 以上
,

说明绝大多数

护士愿意照护好机械通气患者
。

这一结果与A n d y

M c Ki nl ay 等报道的护理专业学生对照护老年患者

的行为意向为正性一致l5]
。

可能与研究对象的自身

素质较高
,

多数接受过机械通气培训以及具有良好

的对照护机械通气患者的行为态度和主观行为规范

有关
。

当然
,

也不能排除社会期待效应等问卷调查

难以避免的问题导致这一结果的产生
。

总之
,

本研究表明
,

绝大多数 IC U 护士对照护

机械通气病人的行为态度
、

主观行为规范和行为意

向为正性
。

条目分析发现的IC U 护士对照护机械通

气病人的行为信念
、

行为价值判断
、

社会规范与遵

从社会规范的动机相对较弱的部分可为开展有针对

性的IC U护士培训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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