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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国内护理学成为一级学科以及循证

护理的快速发展[１],护理科研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愈

发突出,护理科研对护理知识和实践发展的重要性成

为护理专业的焦点问题[２].既往研究[３]显示,专业的

护理应通过基于研究的实践来实施.提高护理科研

能力是进行护理科研的前提,这意味着护理学的发展

对护理人员的科研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护理科研

能力不仅是推动护理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能从

一定程度上反映医院护理学科的发展现状与研究水

平[４].然而,当前临床护士的科研能力有限,发展护

理科研能力仍然是护理学科发展面临的关键挑战.
因此,本研究综述了临床护士护理科研能力的现状、
评估工具以及能力培养的最新研究进展,旨在为我国

制定临床护士护理科研能力干预策略提供借鉴.

１　临床护士护理科研能力的概念

目前,国内外关于护理科研能力的概念尚无明确

定义.O’Byrne等[５]研究显示,护理科研能力定义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护理人员进行研究和评估以及实施研究

成果的能力上,而对其具体构成没有明确的分类.王霞

等[４]认为,护理科研能力是护理人员在护理领域持续发

现一般规律和探究真理所需的能力,是探索护理理论、
护理方法、护理技术革新,提高护理工作质量和效率的

重要手段.Qiu等[６]将护理科研能力具体化:(１)系统

地总结临床经验和文献,以发现可研究的问题,并提出

与护理相关的创新研究问题的能力;(２)收集、分析和解

释与这些问题相关数据的能力;(３)运用由此积累的知

识创新地解决问题的能力.综上所述,本研究将护理科

研能力定义为护理专业人员在科学研究领域中需要具

备的科研意识、科研知识和科研能力,以便其能够进行

有效的护理科研活动,并为改善护理质量提供有力的证

据支持.

２　临床护士护理科研能力发展现状

提高护理科研能力是促进护理专业发展和提高

护理实践质量的重要途径[３].然而,Morrison等[７]研

究表明,临床护士的科研知识水平和科研能力水平均

较低.有研究[４]显示,我国临床护士的护理科研能力

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直接影响着我国护理学科的发

展.对我国２２个省市三级医院２７３３５名临床护士的

调查研究[８]显示,临床护士主持科研项目率和论文产

出率仅为４．１３％和５．３５％.科研成果产出被视为评

估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鉴于我国临床护士数量

庞大,这一低产出率反映出我国临床护士的护理科研

能力整体水平偏低.谭素娟等[９]对７１５名临床护士

的科研能力调查显示,临床护士科研能力得分为４４~
２２０分,得分差距体现了护士个体间科研能力存在较

大差异性,说明具备护理科研能力的临床护士在护理

团队中所占比例较低.综上所述,临床护士的护理科

研能力普遍偏低,不仅限制了临床护士自身专业水平

的提升,同时制约着护理科研和护理学科的发展.因

此,临床护士的护理科研能力亟待整体提升.

３　护理科研能力的评估工具

３．１　护理人员科研能力自评量表　由刘瑞霜[１０]于

２００４年编制,潘银河等[１１]于２０１１年进一步修订,用
于评价护理人员的综合科研技能.该量表包含问题

发现能力、文献查阅能力、科研设计能力、科研实践

能力、资料处理能力、论文写作能力５个维度,共３０
个条目.采用Likert５级评分法,从“无法做到”至
“完全能做到”依次计０~４分,总分０~１２０分,评分

越高说明临床护士护理科研能力越强.该量表的

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８６１.因其测量内容较全面、
适用性较广,已被广泛应用于医院各科室临床护士

护理科研能力的调查研究.

３．２　护理研究自我效能量表(nursingresearchselfＧ
efficacyscale,NURSES)　由 SwensonＧBritt[１２]于

２０１３年编制,张荣[１３]于２０１５年汉化、修订,用于评

估临床护士的护理研究自我效能水平.中文版量表

包含５个维度,即获取科学知识资源、评判性阅读和

评价量性研究文献、评判性阅读和评价质性研究文

献、理论研究与应用、集体研究效能等,共３８个条

目.采用Likert５级评分,从“几乎没有信心”至“非
常有信心”依次计１~５分,总分３８~１９０分,得分越

高说明临床护士的护理研究自我效能水平越高.该

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５１.中文版量表为

国内提供了实用性强、可靠性高的临床护士护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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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自我效能评价工具.

３．３　护士科研意识量表(researchawarenessscale
fornurses,RASN)　由 Watanabe等[１４]于２０１３年编

制,用于评估临床护士的护理科研意识、态度与能力.
量表包括对科研的态度、科研能力、对科研的鼓励、科研

结构的灵活性４个维度,共４７个条目.采用Likert５
级评分,从“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依次计１~５分,
总分４７~２３５分,得分越高说明临床护士的护理研究意

识越高.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１.目前,该
量表尚无中文版,国内学者可将其汉化以便进一步推广

和使用.

３．４　护理人员科研能力评价量表　由戴红梅等[１５]于

２０１５年编制,用于评估护理人员的内在与外在科研能

力.该量表包含论文与课题、科研成果、科研实践能力、
专业与发现问题能力、沟通协作能力５个维度,共３５个

条目.总分１４５分,分数越高表示科研能力越强.该量

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３８.该量表增加了客观评

价指标如实际科研产出情况.

３．５　护生科研能力量表(researchcompetencyscale
fornursingstudents,RCSＧN)　由Qiu等[６]于２０１９
年编制,用于评价本科护生的护理科研能力.该量

表为单维度量表,共２０个条目.采用Likert５级评

分,从“非常陌生”至“非常熟悉”依次计１~５分,总
分２０~１００分,得分越高说明护生的科研能力越强.
该量表的 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８.目前国内尚

未见到对RCSＧN的相关研究,因此量表的适用性有

待进一步验证.

３．６　科研胜任力量表(scientificresearchcompetency
scale,SRCS)　由Duru等[３]于２０２１年编制,用于受

过本科或研究生教育的临床护士科研能力的测评.

SRCS包含４个维度,即技术与技能、态度与行为、
评估能力、外语能力,共５７个条目.采用 Likert５
级评分,总分５７~２８５分,得分越高说明临床护士的

科研能力越强.该量表的 Cronbach’sα系数为

０９８７.SRCS是一种有效、可靠的科研能力自我评

价工具,亦可用于筛选博士候选人.目前此量表尚

无中文版,国内学者未来可以将其汉化,为国内护理

科研能力相关研究提供更多的选择.

４　临床护士科研能力影响因素

４．１　一般人口学因素　(１)学历:王霞等[４]研究显

示,较高学历水平的护士更容易认识到科研对于护

理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参与护理科研的积极性更高.
这与高学历护士的科研训练经历有关,如研究生教

育会系统培养学生的专业英语、科研意识、科研设计

和统计学知识等[１６].(２)工作年限:临床护士的护

理科研能力与其工作年限呈正比[１６].由于低年资

护士临床经验的匮乏,导致其在临床工作中缺乏时

间与精力投入护理科研,而工作年限较长的护士随

着经验的累积,能够更深入和全面地理解临床护理

工作,具备更强的发现和解决临床护理问题的能力.
(３)职称:有研究[１７]表明,副主任/主任护师的临床

护士科研能力强.一方面,高级职称护士有更长时

间的科研经验积累;另一方面,科研成果较多者才具

有更大的晋升竞争力;此外,高级职称者有更多的学

习和培训机会,科研视野更加开阔,从而科研能力

更强.

４．２　科研经历因素　科研经历包括参加科研活动

或培训情况、科研论文撰写情况、阅读期刊情况等.
国内学者对２５６２名临床护士的调查[１７]显示,科研

培训经历、近５年参加学术会议次数与护士护理科

研能力相关.临床护士缺乏有效的科研培训被认为

是提高科研能力的一个关键障碍,这可能与科研思

维、科研方法等都需要持续不断地培训学习才能得

以提升有关.撰写科研论文和阅读专业期刊是科研

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反映个人科研能力水平

的重要标志.护理期刊是获取护理前沿信息的重要

平台,也是学术交流的有效途径.在撰写学术论文

的过程中,研究者通过学习查阅文献、处理资料、论
文写作等科研技能,进一步促进了自身科研能力的

提升.因此,科研经历的缺乏直接导致临床护士护

理科研能力发展受限以及科研产出困难.

４．３　组织创新氛围因素　赵新娜等[１８]研究显示,护
士科研能力与组织创新氛围呈正相关,提高临床护

士组织创新氛围对改善其科研能力有积极促进作

用;护士组织创新氛围包括管理实践、组织创新激

励、资源提供３个维度[１８],长期持续影响护理人员

的科研能力.伍倩云等[１６]调查显示,三级医院的护

士科研能力较强,原因是三级医院更加注重护理研

究和创新,并致力于科研团队和科研平台建设.有

研究[１９]表明,临床护士普遍有进行护理科研的意

愿,但受到时间不足、缺乏资金和欠缺政策支持等影

响,极大限制了临床护士的科研活动.

５　培养和提升临床护士护理科研能力的策略研究

５．１　开展分层次、多形式、个体化科研培训,实现科

研水平全面提高　任清丽等[２０]研究显示,开展教学

工作坊培训提高了护理硕士研究生的文献查阅、科
研设计、科研实践和数据资料处理能力.由于临床

护士的科研能力受多种因素影响,管理者应开展系

统的、可及性强的护理科研培训,采取分层次、多种

形式和个体化的培训方式,为临床护士提供合适的

科研学习机会,鼓励其参与科研活动,以提升其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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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和实践能力,从而全面提高护理团队的科研

水平.

５．２　建立健全科研激励机制,促进科研成果持续涌

现　科学合理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对于激发临床护士

的科研热情至关重要[２１].在科研创新激励机制制

定方面,采取多元化的激励手段,可更有力地促进其

科研活动并鼓励其取得成果.如通过政策倾斜来给

予临床护士更多的科研支持和鼓励,包括职称晋升

政策和科研奖励政策,对临床护士在科研领域的贡

献给予应有的认可和回报.同时,设立科研成果精

神奖励.如对科研产出进行量化,每年开展“科研先

进个人”“科研优秀团队”等荣誉的评选活动.此外,
对于科研能力较强的护士,更应充分挖掘其科研潜

力,为其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护理科研活动.
建立健全临床护士护理科研鼓励和激励机制,是提

高其科研能力举措中至关重要的一步.这些措施将

有助于激发临床护士的科研动力,提高其护理科研

能力,促进护理科研的发展.

５．３　加强资源保障和共享机制,营造良好的组织创

新氛围　自我决定理论[２２]提出,良好的组织创新氛

围一方面赋予组织成员创新自主权,另一方面促进

管理者对创新活动的尊重和支持,强化组织成员的

创新责任感.因此,良好的组织创新氛围是护理科

研能力建设的重要条件.这要求管理者推行创新的

组织氛围管理策略,即构建有效的资源保障和共享

机制,全面了解临床护士的科研能力和科研需求,加
强对临床护士进行科研活动的支持力度[１８].例如

对科研平台和科研团队的建设,科研经费、研究装备

以及科研场所等一系列科研要素的支持.此外,在
互联网、大数据背景下,线上学习平台可以实现知识

更迭和资源共享,管理者应重视互联网学习资源的

提供,鼓励临床护士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科研方法

课程学习和培训,如利用中国高等教育智慧课程网

进行医学论文写作课程的学习等.领导支持是组织

创新氛围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促进临床护士开展科

研活动,应对护理管理者进行培训,提高其组织创新

氛围建设意识和能力[２３],以激发临床护士的科研创

新意识,并为临床护士开展科研活动提供强有力的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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