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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emands of clinical nurses for core knowledge of pain curriculum，
and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clinical nurses’ pain curricu-
lum. Methods: A simple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603 clinical nurses from 82 
nursing units in a tertiary hospital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the survey objects. Data were collected 
by using the table of core knowledge system of pain courses of nursing specialty, and the require-
ments of clinical nurses for core knowledge items and modules of pain course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analysis method. Results: The aggregate demand rate of clinical 
nurses for core knowledge in course of pain nursing was 74.2%. Case analysis, pain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acute pain, chronic pain, pain in children and juvenile were the core module of 
demand. Conclusion: Clinical nurses have a general demand for the core knowledge of pain curri-
culum, a diversified education model should been explored and constructed, as well as carrying 
out competency-based pain curriculum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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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临床护士对疼痛课程核心知识需求情况，为完善临床护士疼痛课程教育培训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法选取浙江省某三级甲等医院82个护理单元的603名临床护士为调查对象，采用护理

学专业疼痛课程核心知识体系表收集数据，运用描述性分析方法比较分析临床护士对疼痛课程核心知识

条目及模块的需求情况。结果：临床护士对疼痛课程核心知识的总体需求率为74.2%，疼痛个案分析、

疼痛评估及治疗、急性疼痛、慢性疼痛、儿童及青少年疼痛均为需求的核心模块。结论：目前临床护士

对疼痛课程核心知识有普遍需求，应针对需求探索构建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开展基于胜任力的系统性疼

痛课程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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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疼痛是患者就诊的主要原因之一，未缓解的疼痛会严重影响疾病的治疗、预后和患者的生活质量[1]。
1995 年美国疼痛学会将疼痛确定为人类第五大生命体征，疼痛日益受到医护人员的普遍重视，但不充分

的疼痛治疗仍然是普遍存在的临床问题[2]。研究表明[3]，医护人员缺乏疼痛知识和不充分的疼痛评估是

有效疼痛管理的主要障碍。护士作为与患者接触最多、最了解患者疼痛感受的人，已被视作疼痛管理的

基石，在疼痛管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4]。研究显示[5] [6]，我国护士的疼痛知识普遍缺乏，规范的

疼痛评估等临床实践还未普遍开展，迫切需要强化知识培训来改善护士疼痛管理行为。但目前我国护士

的疼痛课程教育培训尚处于一个探索阶段，应该围绕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开展培训，尚未进行深入研究[7]。
2018 年 11 月，本课题组对浙江省某三级甲等医院 82 个护理单元的 603 名临床护士进行疼痛课程核心知

识需求的问卷调查，旨在了解临床护士对疼痛课程核心知识的需求情况，拟为优化胜任力本位下的临床

护士疼痛课程教育培训提供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人体研究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伦理批件号：(2019)伦审研第

(032)号)。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法，对浙江省某三级甲等医院 82 个护理单元的临床护士，采用方便调查的

方法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①注册护士；②护龄≥1 年；③调查对象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进修护

士/助理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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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方法 

1) 调查工具：调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①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工龄、学历、职称及对疼

痛课程教学模式需求等。②疼痛课程核心知识需求调查表。采用 2012 年张元菊等构建的“护理学专业

疼痛课程核心知识体系表”[8]，该问卷权威程度系数为 0.778，为自评问卷，经测定具有良好的信度和

效度。主要包括疼痛护理教育概论、疼痛评估及治疗、急性疼痛、慢性疼痛、儿童及青少年疼痛和疼

痛个案分析 6 个模块，涵盖 62 个知识点条目。每个知识点条目采取 Likert 5 级评分法，按需求情况分

为 5 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赋分值 0~4 分，≥3 分界定为护士对该知识点需求，总分越高表明护士对知

识需求程度越高。 
2) 样本量计算：正式调查前对符合纳入标准的 21 名临床护士进行预调查，结果显示临床护士对疼

痛课程核心知识需求率的均值为 76%。采用单纯随机抽样设计，设定控制误差不超过 6%，若取 a = 0.05，
计算出需要调查人数为 616 人，考虑到 10%的失访率，实际需要调查人数为 678 人。 

3) 调查方法：由研究者采用统一解释用语发放问卷，被调查者独立匿名填写问卷后当场收回。共发

放问卷 683 份，回收 648 份，剔除填答漏项≥2 项且明显规律作答的无效问卷，有效问卷 603 份，有效回

收率为 88.3%。 
4)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22.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应用描述性分析、卡方检验分析方法，P <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调查对象一般资料  

603 名临床护士，其中女性 563 名(93.4%)、男性 40 名(6.6%)；年龄 21~56 岁，平均年龄(30.0 ± 5.7)
岁；工作年限 1~38 年，平均(7.3 ± 6.5)年；分布科室：内科 166 名(27.5%)、外科 258 名(42.8%)、急危重

症 125 名(20.7%)、门诊 28 名(4.6%)、肿瘤内科 3 名(0.5%)、康复科 3 名(0.5%)、儿科 1 名(0.2%)、其它

19 名(3.2%)；职称：护士 99 名(16.4%)、护师 323 名(53.6%)、主管护师 172 名(28.5%)、副主任护师 9 名

(1.5%)；学历：中专 7 名(1.2%)、大专 13 名(2.1%)、本科 576 名(95.5%)、硕士 7 名(1.2%)。人口学资料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3.2. 疼痛课程核心知识需求 

62 个知识点条目中分值≥3 分的为 46 个，护士对疼痛课程核心知识的总体需求率为 74.2%。需求排

名前列的知识点主要集中在疼痛药物治疗、疼痛评估、疼痛个案分析及疼痛心理护理等，疼痛护理教育

概论模块知识点需求率较低，见表 1。以分值≥3 分的频数为依据对六个模块的需求率进行排序，依次为：

疼痛个案分析(79.7%)、疼痛评估及治疗(77.5%)、急性疼痛(76.2%)、慢性疼痛(74.2%)、儿童及青少年疼

痛(73.0%)和疼痛护理教育概论(61.9%)；以疼痛护理教育概论分值≥3、<3 分频数为参照分别与其它模块

进行比较，结果均有显著性差异(P < 0.01)，见表 2。 
 
Table 1. Core knowledge demands of clinical nurses’ for pain curriculum (n = 603) 
表 1. 临床护士对疼痛课程核心知识需求情况(n = 603) 

模块及知识点条目 评分 ( )x s±  模块及知识点条目 评分 ( )x s±  

模块 I：疼痛护理教育概论  32. 对机体的影响 3.01 ± 0.91 

1. 疼痛的定义 2.57 ± 1.23* 33. 术后镇痛常用方法 3.12 ± 0.91 

2. 疼痛护理教育的定义 2.64 ± 1.15* 34. 患者自控镇痛(PCA)疗法 3.11 ±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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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3. 疼痛护理教育的目标 2.66 ± 1.08* 35. 分娩镇痛法 3.00 ± 0.98 

4. 发展史、现状及趋势 2.61 ± 1.06* 36. 其他类型的急性痛 3.00 ± 0.90 

5. 开展疼痛护理教育的意义 2.71 ± 1.03* 模块 IV：慢性疼痛  

6. 护理人员的作用与职责 2.82 ± 1.02* 37. 定义及特征 2.88 ± 0.97* 

7. 护士的素质要求 2.82 ± 1.03* 38. 对机体及社会的危害性 2.90 ± 0.96* 

8. 疼痛护理的理念 2.87 ± 0.99* 39. 治疗现状 2.98 ± 0.90* 

9. 疼痛的神经生理及基础理论 2.91 ± 0.96* 40. 治疗原则 3.04 ± 0.88 

模块 II：疼痛评估及治疗  41. 慢性疼痛药物研究新进展 2.98 ± 0.90* 

10. 疼痛评估的原则 3.08 ± 0.99 42. 癌痛的机制 3.02 ± 0.91 

11. 疼痛评估的类型 3.12 ± 0.97 43. 癌痛的特点 3.02 ± 0.94 

12. 疼痛评估的部位 3.10 ± 1.02 44. 药物止痛及护理 3.14 ± 0.90 

13. 疼痛程度的判断 3.14 ± 0.97 45. 化疗止痛及护理 3.05 ± 0.94 

14. 疼痛评估量表 3.14 ± 0.98 46. 放疗止痛及护理 3.00 ± 0.94 

15. 疼痛缓解评估方法 3.19 ± 0.95 47. 椎管内或脑室内置管止痛法 3.00 ± 0.92 

16. WHO 三阶梯止痛原则 3.25 ± 0.91 48. 其他止痛方法 2.96 ± 0.91* 

17. 常用止痛药的机制 3.19 ± 0.88 49. 癌痛患者的心理特点及护理 3.02 ± 0.91 

18. 止痛药的给药途径 3.22 ± 0.91 50. 老年人疼痛特点及常见原因 3.07 ± 0.88 

19. 止痛药的常用剂量 3.24 ± 0.89 51. 老年人疼痛的评估方法 3.11 ± 0.86 

20. 止痛药的不良反应 3.27 ± 0.87 52. 老年人疼痛常用止痛方法 3.13 ± 0.85 

21. 物理止痛 3.05 ± 0.92 53. 认知障碍老年人的疼痛评估 3.11 ± 0.86 

22. 中医止痛 3.00 ± 0.91 模块V：儿童及青少年疼痛  

23. 神经阻滞疗法 3.00 ± 0.89 54. 疼痛感觉的发育 2.97 ± 0.93* 

24. 疼痛的生理意义 2.89 ± 0.92* 55. 小儿疼痛的特点 3.00 ± 0.90 

25. 疼痛患者的心理因素 3.01 ± 0.92 56. 小儿疼痛的评估工具 3.04 ± 0.90 

26. 疼痛患者的心理治疗 3.05 ± 0.91 57. 儿童及青春期常见疼痛治疗 3.03 ± 0.90 

27. 疼痛患者的心理护理 3.08 ± 0.89 58. 小儿疼痛对机体的影响 3.01 ± 0.91 

模块 III：急性疼痛  模块VI：疼痛个案分析  

28. 急性痛的生理效应 3.04 ± 0.88 59. 评估 3.16 ± 0.88 

29. 评估及治疗方法 3.16 ± 0.90 60. 治疗计划 3.18 ± 0.85 

30. 术后疼痛的原因 3.09 ± 0.89 61. 护理措施 3.19 ± 0.86 

31. 术后疼痛机制 3.04 ± 0.86 62. 特殊人群的疼痛处理 3.13 ± 0.85 

注：* x  < 3。 
 
Table 2. Analysis on the proportion of clinical nurses’ demands for pain curriculum modules 
表 2. 临床护士对疼痛课程模块需求构成比分析 

项目 
≥3 <3 

χ2 P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疼痛个案分析 1922 79.7 490 20.3 239 0.001 

疼痛评估及治疗 8416 77.5 243 22.5 439.4 0.001 

急性疼痛 6090 76.2 1392 23.8 257.3 0.001 

慢性疼痛 7607 74.2 2644 25.8 253.7 0.001 

儿童及青少年疼痛 3244 73.0 816 27.0 104 0.001 

疼痛护理教育概论 3362 61.9 2065 38.1   

注：P 值为各项目与疼痛护理教育概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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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疼痛课程教学模式需求 

护士希望采用的教学模式依次为理论授课式(77.4%)、实践培训式(71.3%)、情景模拟式(52.4%)、网

络教学式(46.4%)、专题讨论式(39.0%)以及其它(0.2%)，62.2%的护士希望采用三种以上的教学模式，见

表 3。 
 
Table 3. Demands of clinical nurses’ for training model of pain curriculum (multiple choice) (n = 603) 
表 3. 临床护士对疼痛课程教学模式需求情况(多选) (n = 603) 

教学模式 人数 百分比(%) 排序 

理论授课式 467 77.4 1 

实践培训式 430 71.3 2 

情景模拟式 316 52.4 3 

网络教学式 280 46.4 4 

专题讨论式 235 39.0 5 

其它 1 0.2 6 

4. 讨论 

4.1. 临床护士对疼痛课程核心知识需求现状 

本次调查显示，护士对疼痛课程存在较为普遍的需求，疼痛课程核心知识的总体需求率为 74.2%，

需求排名前列的知识点主要集中在疼痛药物治疗、疼痛评估、疼痛个案分析及疼痛心理护理等。这与国

内刘雪莲等[9]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本调查同时发现，疼痛评估及治疗、急性疼痛、慢性疼痛、儿童及青

少年疼痛和疼痛个案分析五个模块均为需求的核心模快，其中疼痛个案分析需求率最高，为 79.7%。这

提示在疼痛护理教学培训中，管理者应加强疼痛课程的系统培训，并优化疼痛课程设置，可重点开展个

案分析等互动式教学，促进护士疼痛核心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 

4.2. 临床护士对疼痛课程教学模式需求现状 

本次调查发现，护士希望采用的教学模式依次为理论授课式、实践培训式、情景模拟式、网络教学式及

专题讨论式，同时 62.2%的护士希望采用三种以上的教学模式，表明护士对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极大需求。医

学模式的变革下，如何培养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是医学教育面临的新课题[10] [11]。国内学者也指出[12] [13]，
与国外相比，我国护士对疼痛知识的掌握和技能的应用较为薄弱，应针对性地采取干预措施，提高护士疼痛

管理实践水平。但目前由于我国护士汲取疼痛知识的途径较少，且教学模式主要采用理论授课的传统教学法，

单一而传统的教学模式造成了学习者被动的接收及机械性记忆，对护士从疼痛课程基础理论到临床实践过渡

阶段的培养仍较为欠缺。郭洪伟等[14]研究指出，开展胜任力的本位教学及培养具有胜任力的卫生人才，实

训教学体系的合理构建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必要手段。因此，管理者应针对临床护士对疼痛课程核心知识需求

的整体现状，围绕基于胜任力的理论教学模型，构建涵盖临床实训目标、策略、内容及方法的系统性疼痛护

理临床实践教学体系，同时开发及利用情景模拟教学、网络教学平台等创新型教学手段，开展胜任力本位下

的系统而灵活的模块化疼痛课程实训教学培训，促进护士疼痛管理实践水平的提升。 

4.3. 临床护士疼痛护理专科培训的思考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提出建立“以需求为导向，

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注重实践能力及人文素养”的护士培训制度，并明确了将专科护理培训作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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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之一进行推进[15]。随着人民对生活质量需求的日益提高及疼痛医学的发展，疼痛护理已成为临

床护理工作的常规内容，加强疼痛护理专科人才的培养已是迫在眉睫[16]。国外如德国和美国等[17]均以

疼痛高级实践护士为重点普及推动了疼痛护理专科的培训，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认证和管理体系，培养

了诸多的疼痛护士；这些疼痛护士以他们全面的专业知识和临床实践技能服务于患者，从而使得本国的

疼痛护理得到更为全面地发展。目前我国疼痛护理专科培训和实践尚处于萌芽和探索阶段，尚且存在疼

痛护理课程设置尚未标准化且针对性不强、教学方式主要采用理论授课为主的传统教学法以及缺乏客观

有效的教学评价方法等问题。因此建议管理者针对护士的需求，优化疼痛课程顶层设计，强化疼痛课程

的系统培训；探索构建多元化、系统性的临床实践教学体系，并完善及采用客观的疼痛课程形成性评价

指标与方法，真正提高护士疼痛护理的核心能力，从而满足患者广泛的疼痛护理需求。 

4.4. 本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选择 1 家三级甲等医院的临床护士作为研究对象，不能完全代表不同级别医院临床护士对疼

痛课程核心知识的需求现状；同时采用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结果会有一些偏颇。因此，后续研究可选

择多个具有代表性的不同级别的医院，并可尝试进行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以获取更全面、更具有代

表性的样本量，进一步探索临床护士对疼痛课程核心知识及临床实践技能需求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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