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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了解军队文职护理人员参加核化应急医学救援驻训的真实体验,为加强核化应急医学救援护理队伍建设和人

才储备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取目的抽样法选取１１名参与核化应急医学救援驻训的军队文职护理人员进行半结构式访

谈,运用Colaizzi７步法分析资料.结果　提炼出３个主题:情感体验多样;面临压力与困难;需具备的胜任力要求.结论　应

重视军队文职护理人员任务期间心理及需求,并建立心理疏导机制,构建核化应急救援护理标准化操作流程,健全核化应急

医学救援队护理人才培养体系.
【关键词】　应急救援;核化;军队文职护理人员;质性研究

doi:１０．３９６９/j．issn．２０９７Ｇ１８２６．２０２５．０３．０１５
【中图分类号 】　R４７;R８２３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２０９７Ｇ１８２６(２０２５)０３Ｇ００６２Ｇ０４

RealExperienceofMilitaryCivilianNursesParticipatinginTrainingforNuclearandChemical
EmergencyMedicalRescue:AQualitativeStudy
HONGShanshan１,XUEJuan２,YUZhuqing３,LICaixia４,SUNShangxue５(１．DepartmentofDiseaseConＧ
trolandPrevention,The９７１hospitalofPLANavy,Qingdao２６６０７１,ShandongProvince,China;２．Nursing
Division,The９７１hospitalofPLANavy;３．DepartmentofAnesthesiology,LaoshanMedicalDistrictofthe
９７１hospitalofPLA Navy,Qingdao２６６１００,ShandongProvince,China;４．DepartmentofCardiology,The
９７１hospitalofPLA Navy;５．NursingDivision,SecondAffiliatedHospitalofNavalMedicalUniversity,

Shanghai２００００３,China)

CorrespondingAuthor:SUNShangxue,Tel:０２１Ｇ８１８８５２３７
【Abstract】　Objective　ToevaluatethecurrentstatusandidentifyexistingchallengesfacedbymilitarycivilＧ
iannursesduringremoteＧbasedtrainingfornuclearandchemicalemergencymedicalrescue,soastoproＧ
videreferenceforenhancingthedevelopmentofnuclearandchemicalemergencymedicalrescuenursing
teamsandtalentreserves．Methods　Purposivesamplingwasusedtoselect１１militaryciviliannurseswho
participatedinremotebasetrainingfornuclearemergencymedicalrescue．SemiＧstructuredinterviewswere
conductedwiththeparticipants,andtheColaizzi７Ｇstepmethodwasusedfordataanalysis．Results　Three
themesweredistilled:richemotionalexperiences;facingpressureanddifficulties;andthenuclearemergenＧ
cyresponsecompetenciesrequiredofmilitaryciviliannurses．Conclusions　Itisnecessarytopayattention
tothepsychologicalneedsofmilitaryciviliannursesduringtheirtasks,establishapsychologicalcounseＧ
lingmechanism,buildastandardizedoperationprocessfornuclearandchemicalemergencymedicalrescue
nursing,andimprovethetrainingsystemfornursesofnuclearandchemicalemergencymedicalrescue
teams．
【Keywords】　emergencyrescue;nuclearandchemical;militaryciviliannurses;qualitativestudy

[MilNurs,２０２５,４２(０３):６２Ｇ６５]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４Ｇ０９Ｇ０５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５Ｇ０１Ｇ２７
【作者简介】　洪珊珊,本科,护师,电话:０５３２Ｇ５１８７０１４３
【通信作者】　孙尚雪,电话:０２１Ｇ８１８８５２３７

　　随着国际形势演变、社会经济发展、未来战争新

质武器及高新能源的使用,核化威胁始终贯穿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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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１Ｇ２].突发核化事件是特殊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包括核化武器战争、核化事故和核化恐怖等类型,易
造成放射性、剧毒物质污染大气,并随着大气运动扩

散,对较大范围内人员及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３].
处置突发核化事件已成为军队的多样化军事任务之

一,军队核化应急医学救援队主要担负突发核化事

件的现场医学救援任务和技术指导工作[４Ｇ５].军队

文职人员是指在军队岗位依法履行职责的非服兵役

人员,是军队人员的组成部分[６],而军队文职护理人

员作为军队医院的重要护理力量,在各类卫勤保障

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７].研究[８]表明,高素质核化

应急救援护理人才有助于核化应急救援顺利开展.
目前,国内针对核化应急医学救援的研究集中于防

化侦检、污染洗消、分类救治等医疗救援[９Ｇ１０],针对

护理人员能力素质、真实体验的研究较少,因此,本
研究旨在使用质性研究方法分析军队文职护理人员

参加核化应急医学救援驻训任务的真实体验,为加

强核化应急医学救援护理队伍建设和人才储备提供

参考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２４年６—８月,采取目的抽样法

选取某所军队三级甲等医院内参与过核化应急医学

救援驻训的军队文职护理人员为访谈对象,进行半

结构式访谈.纳入标准:(１)从事军事护理、护理管

理等专业的护理管理者或担任核化应急医学救援分

队的护理骨干;(２)参加过核化应急医学救援驻训任

务.排除标准:未全程参加核化应急医学救援驻训

任务.样本量以受访者提供信息达到资料饱和,且
不再有新的主题呈现为标准[１１].最终纳入１１名军

队文职护理人员(以下简称护理人员),研究对象的

一般资料见表１.

表１　受访者一般资料(n＝１１)

序号 性别
年龄

(岁)

工作年限

(t/a)
最高学历 职称

A１ 男 ３５ １０ 本科 护师

A２ 女 ４０ １６ 本科 护师

A３ 女 ４２ １７ 本科 护师

A４ 女 ４１ １６ 本科 护师

A５ 女 ４３ ２４ 本科 主管护师

A６ 女 ４５ ２０ 本科 副主任护师

A７ 女 ４２ ２１ 本科 主管护师

A８ 女 ４２ ２３ 本科 护师

A９ 女 ４１ １６ 本科 护师

A１０ 女 ４０ １６ 本科 主管护师

A１１ 男 ４０ １５ 大专 护师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制订访谈提纲　通过文献研究、专家咨询初

步制订访谈提纲,预访谈２名受访者后修订形成最

终提纲:(１)您在得到参与核化应急医学救援驻训任

务通知时有什么感受? (２)您在驻训任务期间有哪

些心理历程的变化? (３)您在驻训任务中面临最大

的挑战是什么? 您是如何克服该挑战的? (４)您在

驻训任务期间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５)您认为

参加驻训任务的护理人员应具备哪些能力? (６)您
对未来参加驻训任务的护理人员有什么建议?

１．２．２　资料收集方法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受访者

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前,研究者向拟访谈对象

说明访谈目的及过程,征得访谈对象同意.研究者

于单独的、无人打扰的办公室内,采用面对面、一对

一访谈的形式,全程录音,访谈时间为３０~６０min.
访谈中认真聆听,观察并记录受访者的非语言行为.
当访谈中无新内容出现时停止本次访谈.

１．２．３　资料分析方法　由２名研究者在２４h内将

访谈录音转录成文本资料并整理,将整理后的内容

反馈给受访者进行核实,使用 Colaizzi７步法[１２]分

析资料.

１．２．４　质量控制方法　访谈前研究者接受质性研究

方法学系统培训;选取２名受访者预访谈;录音转录

完毕后返回受访者处核对;由２研究者对同一份资

料阅读、分析及编码,共同讨论确定编码及主题.

２　结果

２．１　主题１:情感体验多样

２．１．１　陌生感与未知感　由于实际参与核化应急医

学救援驻训任务次数较少、核化应急医学救援培训

较为笼统、野外驻训时间长、驻训地自然环境恶劣等

原因,受访者多产生陌生感与未知感.A３:“这是我

首次参加远程基地化训练,环境的改变让我产生陌

生感,住宿条件也很一般,心情比较低落.”A５:“很
难对野外天气变化精准预测,来之前只知道环

境不好,也没告诉我们在野外要注意什么.”

２．１．２　恐惧感与疲惫感　基于穿戴密闭的防护服和

防毒面具、核化防护连续作业、核化应急医学救援经

验较少、核化特殊演训场景等原因,受访者多会产生

恐惧感与疲惫感.A６:“到真核环境现场训练侦测

时,当看到热释光剂量计监测数据浮动时,我内心还

是有点害怕.”A９:“经历了几次沙尘暴都让我后怕

,我辗转难眠,反复重建营地让我身心疲惫.”

２．１．３　自豪感与成就感　作为核化应急医学救援队

中的一员,执行任务、担负使命,使得受访者感到自

豪并产生成就感.A１:“我特别渴望出任务,我觉得

这是对我自己的一种肯定,对这次任务特别期待.”

A４:“我们成功搭建了帐篷、铺设了电路网,这
些都是成就感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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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主题２:面临压力与困难

２．２．１　经验及知识缺乏　多数受访者首次参与核化

应急医学救援任务,经验不足,且日常核化培训机制

不完备,受访者针对核化应急救援的知识体系、设备

使用、实操技术掌握较生疏.A６:“这次任务我们带

来很多新的设备,对于操作使用不是很熟练,费了大

量时间熟悉.”A１０:“因为缺乏经验,只能靠任务期

间分析核化事故的救援案例,了解如何进行污染控

制等工作.”

２．２．２　体能及心理素质不足　野外及真核的特殊环

境容易导致生理机能下降,且穿戴密闭防护装置连

续作业,对受访者体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此外,受
访者表示驻训期间情绪波动较大,自我认同感降低,
影响卫勤任务质效.A１:“每一次演练后,我浑身都

湿透了,在长时间高温高压环境下身体体能耐受不

了.”A８:“建设营区很苦很累,我内心对此次任务持

有一定的保留态度的.”

２．２．３　方案及流程不全面　驻训期间,护理人员除

担负核化医学应急救援任务,同时承担医疗保障任

务,而驻训队员及任务类型构成复杂,可参照的应急

预案不全面.A１０:“野外拉练风险系数较高,需要

提前制订保障方案和流程,明确携带物资、人员,确
保快速出动.”A１:“我们拿到的核化应急医学救援

护理操作流程比较简单,细节部分,比如低温情况下

洗消保暖还是不知道具体操作.”

２．２．４　团队协作不熟练　临时抽组、人员调换等原

因导致应急救援团队不稳定性增加,人员配合默契

度降低,且因防护服较厚重等原因导致团队沟通不

畅,团队整体协作不够熟练.A２:“训练不足,个别

队员对核化事故场景下的救援流程、任务分配和协

同配合不够熟悉,难以在救援中迅速反应并默契配

合.”A９:“演训时,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和戴着防毒防

护面罩,沟通不是很通畅,在与医生配合时需要

默契.”

２．３　主题３:需具备的胜任力要求

２．３．１　核化应急救援知识　受访者认为核化应急救

援知识是胜任核化应急救援任务的基础,主要包含

核化救治知识以及核辐射防护知识等.A６:“我从

事涉核人员治疗专业已２０年,只有具备足够的核化

救护知识才能做好个人防护、救治他人.”A８:“知道

核辐射、辐射射线,以及核辐射如何对人体造成损伤

才能做核救援,基础知识一定要扎实.”

２．３．２　核化应急救援技术　１１名受访者都提及了

参加核化应急救援驻训任务的护理人员应掌握防护

服穿戴技术、自我防护技术、辐射检测技术、洗消去

污技术等核化相关技术,并强调了自我防护技术的

重要性.A１:“精通辐射损伤和化学中毒的特殊护

理技能,比如对于放射性皮肤损伤的清洁、换药,对
化学性眼损伤的冲洗等.”A６:“救援队员在进入现

场前,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穿戴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自

身安全再救治伤员.”

２．３．３　核化应急救援能力　核化应急救援多为团队

协同救治,访谈中受访者表示应急处置能力、沟通协

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心理救援能力等能力同等重

要.A１:“通过模拟真核环境下抢救受核辐射污染

伤员,考核医护人员对复合伤的急救技术,检验医护

人员战现场应急处置能力和协作力,令我印象深

刻.”A４:“核化事故伤员经历了严重的创伤事件,收
容组的护士还需对伤员进行心理护理,要具备一定

的心理援助能力.”A２:“核化救援中,跨专业合作

时,良好的沟通协调可以统一行动标准,使救援工作

顺利开展.”

３　讨论

３．１　关注护理人员情感体验,开展适应性训练并建

立心理疏导机制　本研究显示,护理人员在参与核

化应急医学救援基地化驻训任务期间情感体验多

样,这与以往研究[８]相符.涉核的特殊性、工作的繁

重性、任务的复杂性导致护理人员完成护理专业工

作时难度增加,且野外环境恶劣、基地建设工作多等

对护理人员身体素质及适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研究[１３]表明,生理及心理素质是高效完成救援

的必备条件,因此,在任务前、中、后期都应该对护理

人员进行同等重要的体能训练及心理行为训练.访

谈结果显示,大多数护理人员多依靠自我调适、自行

查阅资料等方式疏导情绪,提示在任务期间应建立

有效的思想心理疏导机制,引导护理人员共同讨论、
集体活动等方式对护理人员进行情感支撑,有效缓

解护理人员负性情绪.在平时也要通过科学的热习

服训练方式[１４]开展体能训练,增强护理人员生理耐

受性,同时在选派护理人员时,应科学考虑专业素

质、身体机能、心理素质等各类因素综合[１５].

３．２　完善核化应急医学救援培训内容,构建核化应

急救援护理标准化操作流程　核化应急医学作为特

种医学,专业性强、分工细、类别多,护理人员需要具

备全面的专业知识,才能准确判断危害程度实施救

援.本次访谈显示,大多数护理人员对核化应急医

学救援基地化驻训提出了针对护理人员培训的建

议,说明核化应急救援护理培训具备较大的发展空

间.国内已发布相应国家标准[１６Ｇ１７]对核与放射性事

故医学应急救援进行规范,但针对护理核化标准化

操作规范较少.姜懿效等[１８]通过德尔菲法制订了

核化生应急救援关键护理技术指标,为制订核化应

４６ 军事护理　２０２５年３月,４２(３)



急救援关键护理技术操作规范提供了参考,但该指

标的有效性还有待验证.胡黎黎等[１９]构建了核应

急医学救援背景下带污手术防护技术规范,有效提

升了护理人员核应急医学救援能力,提示制订标准

化操作流程及技术规范并开展强化型针对培训,有
助于提高实训效果,提升核化应急护理水平.

３．３　健全核化应急医学救援队护理人才培养体系　随

着核化武器、材料、技术飞速发展,核化防护及突发

事件应急救援重要性日益凸显.核化事故多呈现突

发紧急、规模大、杀伤力强等特点,对医院迅速抽组

核化应急救援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护理人员作为

救援的重要力量,其应急响应能力、自我防护水平等

都对应急救援效率产生重要影响.目前我国已有相

应研究[２０]阐述核应急医学救援中护理人才队伍构

建的经验,且有研究[２１]构建了核二级救治护理救援

能力评估指标体系,为健全核化应急医学救援护理

人才培养提供了参考.但由于国内外核化应急救援

真实案例较少,各类研究的有效性及实用性还需进

行检验.随着信息化建设不断深入,我国学者开发

了核生化医学救援队组织指挥模拟训练平台[２２]、核
应急医学救援仿真平台[２３],都取得了较好地模拟实

战效果,提示护理人员也可结合参与基地化驻训的

真实体验,构建针对护理人员培养的信息化模拟系

统,提升核化护理队伍能力水平.

４　小结

本研究通过半结构式访谈１１名实际参与核化

应急医学救援驻训任务的军队文职护理人员,归纳

出情感体验多样、面临压力与困难、需具备的胜任力

要求３个主题.建议关注军队文职护理人员情感体

验、完善核化应急医学救援培训内容、健全核化应急

医学救援队护理人才培养体系,对进一步完善核化

护理应急处置体系提供了一定借鉴意义,后续仍需

开展进一步研究切实加强核化应急救援护理人员能

力水平.
【参考文献】

[１]杨明,左钦文,陈兴敏,等．基于仿真平台的核生化环境仿真系统

研究[J]．火力与指挥控制,２０２３,４８(１１):１３３Ｇ１３８．
[２]HOLTE．Ukrainehealthcarepreparesfornucleardisaster[J]．

Lancet,２０２２,４００(１０３６３):１５７２Ｇ１５７３．
[３]黄顺祥,曾庆存,胡非,等．基于自然控制论的核化事故应急优化

控制理论框架[J]．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３２(２):２００Ｇ２０６．
[４]刘江正,张倩,刘瑞,等．“三防”医学救援队参加化学事件医学救

援与防化分队协同协作的思考[J]．中国急救复苏与灾害医学杂

志,２０２４,１９(１０):１２７５Ｇ１２７９,１２８７．
[５]王汝杰,王磊,王兴华,等．核泄露事故现场医学救援洗消实践初

探[J]．中华灾害救援医学,２０２１,９(３):８９６Ｇ９００．
[６]李学美,章汝文,朱德康,等．军队文职护理人员«军事护理»培养

方案的实施评价[J]．军事护理,２０２３,４０(９):９６Ｇ９９．
[７]孟颖,林莉,葛玉红,等．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军队医院文职护士

入职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护士进修杂志,２０２４,３９(７):７７１Ｇ

７７６．
[８]姜晓丽,王仪昆,战晓旭．核应急医学救援医务人员真核背景救

治演训真实体验的质性研究[J]．中国急救复苏与灾害医学杂

志,２０２３,１８(８):１０９５Ｇ１０９８．
[９]苏玉顺,陈彦,刘承军,等．小型核应急医学救援力量建设及其在

核潜艇核事故救援中的应用探讨[J]．海军医学杂志,２０２４,４５
(４):３９５Ｇ３９７．

[１０]李月,李晓娜,付玉芳,等．医疗救治模块在核辐射救援模拟训练

中应用的探讨[J]．军事医学,２０１９,４３(１１):８７９Ｇ８８０．
[１１]杨莉萍,亓立东,张博．质性研究中的资料饱和及其判定[J]．心理

科学进展,２０２２,３０(３):５１１Ｇ５２１．
[１２]刘明．Colaizzi七个步骤在现象学研究资料分析中的应用[J]．护

理学杂志,２０１９,３４(１１):９０Ｇ９２．
[１３]盛月红,朱恒美,李百龙,等．核应急现场医学救援护理人员胜任

力的质性研究[J]．海军医学杂志,２０２４,４５(９):９８９Ｇ９９２．
[１４]李海波,陈佩延,陈高飞,等．适宜现场应用的热习服评价敏感指

标识别分析[J]．军事医学,２０２３,４７(６):４０１Ｇ４０６．
[１５]屠志浩,李海立,何静文,等．军事心理选拔中择优与汰劣策略的

权衡与融合[J]．第二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４１(１):８５Ｇ８９．
[１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WST４６７Ｇ２０１４核

和辐射事故医学响应程序[EB/OL]．[２０２４Ｇ１０Ｇ３１]．http://www．

nhc．gov．cn/zwgkzt/pcrb/２０１４１１/５c０６e１d０fa６２４e８５８２２０５ab４２０

a７c７a５．shtml
[１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WS/T３２８Ｇ２０１１放射事故

医学应急预案编制规范[EB/OL]．[２０２４Ｇ１０Ｇ３１]．http://www．

nhc．gov．cn/wjw/pcrb/２０１３０１/f１９５d７７０５９４２４２b２bcfe３２c１９１b８a

７９０．shtml
[１８]姜懿效,刘晶晶,肖瑛,等．核化生应急救援关键护理技术指标的

构建[J]．军事护理,２０２３,４０(５):６Ｇ９．
[１９]胡黎黎,顾健腾,周娅颖,等．核应急医学救援背景下带污手术防

护技术规范的构建[J]．军事护理,２０２３,４０(８):９７Ｇ１００,１１６．
[２０]李晓娜,李月,付玉芳,等．核应急医学救援中护理人员的组织管

理体会[J]．军事医学,２０２０,４４(８):６３９Ｇ６４０．
[２１]包丽媛,伏丽晶,任少楠,等．核二级救治护理救援能力评估指标

体系的构建[J]．解放军护理杂志,２０２２,３９(１):３８Ｇ４１．
[２２]邓博超,郭元晖,肖尧,等．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核生化医学救援

队组织指挥模拟训练平台的设计与实现[J]．军事医学,２０１９,４３
(１):１０Ｇ１３．

[２３]李珂娴,王海军,何颖．基于 VR和 AR技术的核应急医学救援仿

真平台设计与实现[J]．医疗卫生装备,２０２４,４５(９):５０Ｇ５６．
(本文编辑:刘于皛)

５６
军事护理

MilNurs
　March２０２５,４２(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