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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护理学科２０１１年起从原来的三级学科

上升为一级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护理学科建设

起步晚,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

距和不足.本文将分享护理学科建设现状和未来发

展的思考,为护理学科建设提供借鉴和思路.

１　发展现状:学科专业价值日益彰显,但薄弱环节仍

然突出

随着全球健康目标的不断推进,人们对护理的

需求不断增加,护理学科的专业价值逐渐受到认可

和重视[１].WHO在第一版«世界护理状况»报告[２]

中认为:护士在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精神卫生和慢性

非传染性疾病管理、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患者安全

以及提供以人为本的综合护理等一系列健康卫生领

域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由于护

理学科在健康领域的作用日益凸显,«柳叶刀»杂志

专门刊登了«２０２０年:释放护理的巨大潜力»的述

评[３],呼吁各国政府和全球卫生系统向护士和助产

士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支持,充分发挥护理的专业价

值,释放其巨大潜能.我国注册护士占全球注册护

士总数的２５％[２,４],是全球护士的重要力量和名副

其实的护理大国,如何在全球公共卫生与健康中发

挥更重要的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我国护理学科建设的起步是伴随着上世纪８０

年代高等护理教育恢复开始的,在全国护理人员的

共同努力下,用了不到３０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建成

了本科Ｇ硕士Ｇ博士Ｇ博士后的高等护理教育体系,培
养了一批批高层次护理人才,推动了护理学科迅猛

发展.在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护
理学科的作用日益凸显,国家对护理的支持也日益

增加.２０１８年,国家１１部委联合发布的指导意见

明确提出:要加强护士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护士在疾

病预防、医疗护理、康复促进、健康管理等方面的作

用[５].这不仅对护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为护理

学科带来了众多的发展机遇及广阔的发展空间.在

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护理服务领域正从医院逐渐扩

展至家庭和社区,服务内容也从临床护理向预防、健
康管理、健康促进等方面拓展,在预防、治疗、康养一

体化服务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护
理队伍也得到壮大和发展.据２０２２年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数据[６]显示,我国注册护士的数量已达到

５０２万人,比２０１９年增长了９２万[７],增长的幅度达

到了１８３３％,占所有卫生技术人员的４４．７％.每

千人口注册护士数达到了３．５,是２０１９年的每千人

口护士数的１．１７倍.２０２２年护理事业十四五发展

规划提出优化护理资源布局、加强护士队伍建设、推
动护理高质量发展等新的发展策略[８],必将进一步

推动护理学科建设和发展.
尽管护理学科发展迅速,但仍面临创新发展不

足等问题,在学科建设中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亟待护

理人员共同努力,取得突破.一是作为一级学科,护
理学科的社会认可度还不足,国家级课题等众多领

域没有护理学科的一席之地;二是护理学科的优秀、
杰出人才仍然不足,在院士、国家杰青、优青等方面

依旧处于空白;三是高水平科研课题和成果较少,虽
然目前护理人员在科技部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方面取得了一点突

破,但作为一级学科,差距仍然明显,得到公众认可

的创新性成果严重不足;四是高水平的研究平台和

实验室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家级科研实验室依

旧缺如;五是护理学科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知识体

系还不够健全,制约了护理学科的发展;六是护士缺

口问题仍然突出,虽然教育部、卫生部等部委已将护

理学专业列入了国家紧缺人才专业,给予重点扶持,
然而,冉冉上升的护理学科需要吸引更多优秀人才

的加入.

２　护理学科未来发展的思考

２．１　在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中丰富护理

学科内涵　健康中国战略重视将健康融入所有政

策,以实现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的目

标[９].在此目标下,现代的护理对象不再仅限于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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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病人,而是聚焦人类生命周期过程,以母婴的健

康照护为生命周期的逻辑起点,关注母婴、儿童、成
人和老年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问题及反应.在全生命

周期照护中,从生理、心理和社会等方面全方位了解

护理对象的特点变化、存在的身心健康问题,提供和

发展相应护理干预理论、方法和技术.这种全生命

周期的护理,从学科领域来说,贯穿了健康促进、生
活方式管理、伤病预防、症状管理、功能康复等一体

的全方位照护;从时间体系来说,既有慢病管理等典

型的长期护理,又有急救护理、临终关怀、安宁疗护

和丧亲关怀等短期照料;从学科性质来说,护理学科

兼顾科学和人文双重属性,临床护理、康复护理、心
理护理、人文护理、安宁疗护均是护理的重要组

成[１０].鉴于护理领域和范畴的扩大,护理学科发展

的要求也日益增高.在此背景下,护理学随着大健

康理念的变化也呈现出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并

进的趋势.

２．２　在高科技赋能下提升护理学科发展实力　当

前,越来越多健康相关的高科技产品和新技术在护

理领域应用,护理相关的科技赋能产品和技术研发

成为助力护理发展的重要举措[１１].智能家居、健康

监测和智慧养老照护等智能化终端产品的研发、升
级和应用推广,使以个体为中心的优质精准护理服

务成为可能;而具有识别、陪护、监控等功能的助老

服务机器人、康复护理机器人的研发,必然会提升高

科技产品在综合性照护服务中的应用.智慧照护背

景下,新型护理场景与护理任务不断发展,科学技术

的推陈出新将带给护士数量更多、更新更快、功能更

复杂的人Ｇ机任务.
与此同时,数字科学正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护理

研究领域,美国国立护理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
ofNursingResearch,NINR)在其«推进科学,改善

生活战略规划»中就将“通过数字科学推进护理研

究”作为四大战略研究方向之一[１２].为迎接数字时

代,我国“十四五”规划中也明确指出将建设数字中

国作为国家战略规划,持续拓展数字化应用场景,激
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以数字化转型

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１３].
数字化健康为护理赋予了新的发展机遇.随着数字

技术大规模渗入远程诊疗、移动健康、智能化健康穿

戴设备、机器人辅助照护等健康领域,数字健康服务

正日益深刻地改变人们应对健康挑战的方式.如何

在５G时代,提升护理信息化、智慧化、移动化建设,
加快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和质量,提高护理服

务满意度和可及性,将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医疗

护理服务的中心工作.

基于上述趋势,«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

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明确提出“借助云计算、大数

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
力推进护理信息化建设,积极探索创新优化护理流

程和护理服务形式,强化移动医疗设备等护理应用

信息体系,提高护理服务效率和质量,减轻护士工作

负荷”[１４].该规划为大数据在护理领域的研究应用

指明了发展方向,基于大数据的智慧护理系统通过

将大数据与物联网技术结合,利用便携式可穿戴设

备,可实现各项健康指标的实时、动态追踪;利用大

数据挖掘技术可更加精确地分析患者健康数据,建
立健康管理风险预测模型,护理辅助决策支持系统

的研制,进而提供预见性干预措施[１４].此外,随着

基因学和基因组学研究的深入,以生物大数据为支

撑的精准医学与精准护理将在医疗卫生系统及人类

健康促进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１５].专家学者呼吁

将基因组学应用于护理研究,通过对复杂症状或症

状群进行基因研究,确定生物标志物与疾病症状或

症状群的关系,开展精准评估,制定精准决策,实施

精准干预,提供精准护理,改善护理实践,优化健康

结局[１６].综上,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基
因组学、辅助决策支持系统、精准护理,这些当前的

最新技术与发展趋势可更有效地提升护理研究的广

度和深度.

２．３　跨学科合作与协同创新成为推动学科建设的

重要动力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

繁,国内护理学科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护理科

研水平得到很大的提升,研究范围涉及护理领域的

各个方面,为全球护理专业和护理学科知识体系的

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通过跨学科发展与研究,
助力护理学在学科发展、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等

方面迈向一个新的高度.康复工程、人工智能、基础

医学、人口学、人类学、社会学、信息学、公共卫生学、
法学等和护理学研究的融合日益增多.鉴于护理学

的快速发展,国际护士会提出,要重建护理工作方

式、创新护理模式,使护士成为重塑当前医疗卫生体

系的中坚力量.而中国护理要成为全球健康治理的

中坚力量,为实现我国和全球健康目标提供护理解

决方案和中国方案,需要在重大健康领域开展前瞻

性、开拓性科学技术研究,需要与临床医学、公共卫

生、基础医学、中医等学科一起联合攻关,通过多学

科交叉研究,加强护士队伍建设,深化和延伸护理服

务,促进护理事业发展向“高、精、深、专”发展.美国

国立护理研究院 NINR在«２０２２－２０２６护理研究战

略规划»[１７]的制定过程中强调重视疾病预防和健康

促进、发展“以人为本”的多机构协作照护模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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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立健康研究院(TheNationalInstituteHealth
Research,NIHR)当前则重点资助了健康科技评估、
整合性 研 究 和 项 目、健 康 与 社 会 照 护 等 研 究 领

域[１８],同样彰显出对多学科融合的照护服务的重

视.我国护理学成为一级学科也只有１０余年[１９],
学科的体系还不健全,护理二级学科的设置还存在

争议[２０].发展护理学的基本理论、凝练学科发展规

律,体现多学科交叉融合,尝试将传统文化和传统医

学中的思想和精髓融入到护理学科,扩大中国特色

护理理论体系的影响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护理

学二级学科体系是摆在护理学科面前的重要课题.

２．４　在多领域健康问题应对中提升护理学科的社

会影响力　护理人员的核心价值体现在重大健康问

题的解决中,近年来,在突发公共事件和老龄化应对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升了护理学科的社会影响力.

２．４．１　在灾害和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彰显护理学科

价值　近年来,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等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频发,日益成为国家安

全的直接威胁,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公共卫生事件

也给我国应急救护体系和响应能力带来了巨大考

验.护理人员是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关键人

才,在应急准备、现场急救、治疗康复各个环节中都

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护理人

员舍生忘死、冲在抗击新冠疫情阻击战的第一线,在
全部援鄂医务人员中护理人员约占７０％[２１],体现了

护理人员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紧急应对能力.在此

过程中,体现了护理学科在为经历灾难的人们提供

整体而有效的护理照护、对事件发生后人们身心伤

害健康恢复的关怀和帮助、创设有助于康复的环境

等处置环节中彰显了学科价值,受到了国家和社会

的高度认可,更好地体现了护理的作用与地位.而

未来如何基于护理人员自身在灾害救治全过程中承

担的任务和职责,从各个层面探索科学、高效的突发

公共事件的护理应对机制、干预策略及管理体系,帮
助护理人员在未来更加有效地应对灾害应急救护并

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也成为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２．４．２　在健康老龄化发展战略中成为主力军　我国

是世界上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老

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

果显示,２０２０年我国６０岁及以上和６５岁及以上人

口分别为２．６４亿和１．９１亿,占总人口的１８．７％和

１３．５％[２２].预计到２０５０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增至总

人口的１/３,达到４．８７亿[２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
关亿万百姓福祉”[２４].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把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确定为国家战略[２５].当下我国

老龄化具有基数大、发展快、高龄化、伴家庭结构小

型化等特点,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一系列照护压

力.这种照护压力及其给社会带来的众多影响日益

凸显,并将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持续存在[２６].护

理贯穿老年人主动健康和疾病预防、住院治疗期护

理、康复期护理、居家和社区延续性护理、安宁疗护

全过程,更是长期照护护理的核心组成部分,同时,
其学科特色使护理可以融人文护理和心理护理于老

年护理全程,具有不可代替的地位.
国际社会经验和共识都表明,护理学科为老年

主动健康和长期照护领域提供解决之道,是健康老

龄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卫生组织«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健康老龄化行动十年»[２７]的四大行动领域中有２
个为护理领域,也充分说明护理在老龄化应对中的

重要作用.同时,该行动强调:“在２１ 世纪,每个国

家都需要一个长期照护系统”,“确保为内在能力处

于不同阶段的老年人提供连续的护理,包括促进和

预防、治疗、康复、姑息疗法和临终关怀以及专科护

理和长期护理.”当前国际老年护理领域,开展多学

科创新研究、健康轨迹全程照护日益受到重视,然
而,如何精准评估老年人个性化动态养老护理需求,
为未病先防的老年人提供养生保健,为欲病救萌的

老年人实施防病管理,为既病防变的老年人进行因

病调理,为愈后防复的老年人开展康复管理是有待

探索和解决的问题.因此,老年护理领域近年来发

展的重点是在以整合照护理论为基础[２８],构建医院Ｇ
社区Ｇ家庭无缝隙连续护理模式,创建跨学科、跨机

构、跨行业老年护理科研创新平台,形成老年护理学

科相关产业和技术标准与指南,为国家政策提供有

力支撑,破解社会养老难题,彰显护理学科独特的学

科价值.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当今健

康日益受到重视和科技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护理学

科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通过科技赋能、学科

交叉、创新发展提升护理学科内涵是摆在我们面前

的重要课题,希望通过全体护理人员共同努力,迎来

护理学科发展更美好的明天.
【关键词】　护理学科;发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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