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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山东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护理人员的科研能力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科研自评量

表，根据科室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采用SPSS25.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分析影响护理人员科研能力的因素。结果：发放80份问卷，有效回收71份问卷。科研能力自评总得分最

高分67分，最低得分10分，总得分平均为(37.27 ± 12.59)分。通过多元分析发现科研能力得分与参加科

研培训次数、每周阅读文献篇数以及是否撰写过课题相关，并且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与学历、年龄、职

称等的关系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我院护理人员科研能力处于中等水平；自主学习态度是影响科研

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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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of nurses in the Affi-
liated Stomatological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and analyz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Using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self-assessment scale, stratified sampling was adopted according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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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s, and the survey was carried out in the form of questionnaire. SPSS25.0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of nurses. Results: 80 question-
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71 questionnaires were effectively recovered. The highest score of the 
self-assess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is 67 points, the lowest score is 10 points, and the av-
erage total score is (37.27 ± 12.59). Through multivariate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the scor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was related to the number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raining, the number of 
documents read per week and whether the subject had been written,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
nificant. The relationship with school, age and professional titl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
clusio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of nursing staff in our hospital is at medium level; Autonom-
ous learning attitud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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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护理高等教育教学水平的提升，我国对护理人员科研技术能力的需求日益提高[1]。口腔护理医

学在口腔医学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加快推进口腔护理人员科研专业水平的提升是一种必然趋

势。口腔护理科研水平与口腔护理相关理论知识提升和实践水平进步等方面息息相关。密切关注落实口

腔护理科研进展与成果产出，是推动口腔护理学科加速发展的基础与重要途径[2]。近几年来，口腔医院

及科室愈加重视口腔护理人员科研工作能力培养，提出将口腔科研与护理科研相结合的科学概念。口腔

护理科研队伍研究能力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口腔医院及科室的科研水平。临床口腔科护士积极参与口

腔护理相关学科课题研究，这对能否为患者提供最佳护理效果来说是举足轻重的。然而，口腔护理工作

人员在科研道路上仍面临许多阻碍，例如口腔相关科研知识欠缺、交流学习机会匮乏等[3]，因此如何落

实口腔护理科研继续教育这一问题为我们带来了巨大挑战[4]。本文旨在通过运用口腔护理人员科研能力

现状评估量表，对本院 130 名口腔护理科研人员进行抽样调查研究，为下一步科学贯彻实施口腔护理工

作者科研培训与提升其科研水平提供理论指导意义。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山东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3 个科室共 130 名护理人员为研究对象，根据科室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进行

调查。 

2.2. 方法 

2.2.1. 调查工具 
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问卷设计包括 2 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学历、

职称等。第二部分为科研能力自评量表，根据刘瑞霜设计的护理人员科研能力评估量表[4]进行简化改编，

包括科研基础知识、科研实践能力、统计知识运用能力、成果转化能力。每题赋值 4 分，回答结果分别

为“完全不符合”、“不太符合”、“一般符合”、“比较符合”、“完全符合”，依次赋分 0~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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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调查表总得分为 80 分，得分越高表明科研能力越强。总量表 Cronbach’α 系数为 0.924，各维度的

Cronbach’α系数为 0.710~0.926。 

2.2.2. 数据采集与处理 
由调查者进行现场调查，采用不记名调查的方式，由研究对象现场填写。定性资料使用频数和百分

数进行描述，而定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将第二部分科研能力自测部分答题带有明显随意答题

倾向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进行数据清洗。利用 SPSS 软件根据数据类型分别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

素方差分析及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将 P < 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数据采集情况 

共发放 80 份问卷，收回 80 份，其中 9 份答卷具有明显随意性，视为无效问卷，作数据清理处理。

最终获得 71 份问卷，问卷调查有效回收率为 88.75%。 

3.2. 一般资料 

本次调查，女性 67 名(94.37%)，男性 4 名(5.63%)；年龄分布：18~24 岁(7.04%)，25~30 岁(54.93%)，
30~40 岁(36.62%)，>40 岁(2.81%)；学历主要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大学本科占 90.14%，研究生学历占 8.45%。

具体资料详见表 1。 
 
Table 1. General information of respondents (n = 71) 
表 1. 调查对象一般资料(n = 71) 

 项目 人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4 5.63 

女 67 94.37 

年龄 

18~24 岁 5 7.04 

25~30 岁 39 54.93 

31~40 岁 26 36.62 

41~50 岁 2 2.81 

职称 

护士 21 29.58 

护师 32 45.07 

主管护师 17 23.94 

副主任护师及以上 1 1.41 

学历 

高中/中专/技校 0 0 

大学专科 1 1.41 

大学本科 64 90.14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6 8.45 

https://doi.org/10.12677/ns.2022.113049


张改荣 
 

 

DOI: 10.12677/ns.2022.113049 288 护理学 
 

Continued 

是否带教 
是 35 49.30 

否 36 50.70 

阅读文献篇数(/周) 

0 54 76.06 

1 12 16.90 

2 4 5.63 

3 1 1.41 

参加科研培训次数 

从未 8 11.27 

很少(<1 次/5 年) 28 39.44 

一般(1 年/次) 23 32.39 

很多(>1 年/次) 12 16.89 

是否撰写过课题 
是 23 32.39 

否 48 67.61 

是否发表过论文 
是 10 14.08 

否 61 85.92 

3.3. 口腔护理人员科研能力自评情况 

口腔护理人员科研总得分为 2646，均分为 37.27，全距为 57。各维度科研能力得分差异较大，最高

得分 19 分，最低得分 0 分。具体资料详见表 2。 
 
Table 2. Self-evaluation scores of nursing staff’s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表 2. 护理人员科研能力自评得分情况 

评价指标 最小分值 最大分值 全距 总分 平均分 

科研基础知识 1 18 17 787 11.08 

科研实践能力 2 17 15 678 9.55 

统计知识运用能力 0 19 19 514 7.24 

成果转化能力 0 17 17 667 9.39 

总得分 10 67 57 2646 37.27 

3.4. 口腔护理人员科研能力影响因素 

设置性别、年龄、职称、学历、是否带教、参加科研培训次数、每周阅读文献篇数，是否撰写过课

题、是否发表过论文等八个变量为自变量，科研能力得分为应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最终有统计学

差异的变量为每周阅读文献篇数、参加科研培训次数、是否撰写过课题。具体资料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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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Analysi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表 3. 多重线性回归结果分析 

变量 b Sb P 
95%可信区间 

上限 下限 

性别 −2.162 −0.039 0.677 8.176 −12.5000 

年龄 −1.439 −0.074 0.528 3.092 −5.970 

职称 −2.864 −0.152 0.187 1.427 −7.155 

学历 3.952 0.073 0.552 17.170 −9.265 

是否带教 −3.100 −0.121 0.227 1.978 −8.178 

阅读文献篇数(/周) 9.249 0.514 0.000 13.469 5.029 

参加科研培训次数 8.150 0.57 0.00 10.913 5.387 

是否撰写过课题 6.824 0.240 0.016 12.325 1.323 

是否发表过论文 −5.556 −0.111 0.535 12.258 −23.369 

4. 讨论 

4.1. 口腔护理人员科研能力现状分析 

现如今，随着教育培训水平的发展和提高，护理学科学术交流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对临床护理人员

学术方面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从而使得大批护理人员对研究进展的关注度日益提高。然而，与西方发达

国家相比，我国的护理研究发展仍相对滞后，与国际社会护理科研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据调查表明，国

内大多数护理人员的工作重心偏向临床工作，在护理科学研究方面，成果并不突出[5]。因此，护理学的

科学研究与进展应受到护理工作人员和社会的重视。 
从本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我院护理人员仅有少部分发表过核心期刊文章(7%)。此结果反映了我院大

多数护理人员的科研水平不高，对于科研方面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同时，经我们的调查显示，78.9%的

护理人员能够通过网络资源来搜集相关资料解决科研问题，但是其中只有 31%的护理人员能够找到前人

研究的不足，并进行下一步的钻研。由此可见，绝大多数的护理人员具有主动探究科研问题的行动力，

但是由于科学研究素养与能力的限制，他们并不能很好地发现及探究问题。另外，关于详细具体的科学

研究设计，大多数护理人员并没有完全熟知与掌握。例如：关于科学研究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实验伦理

问题，只有 18.3%的护理人员能够明确重视伦理问题的审核通过。同样，对于设置研究的干扰因素以及

针对研究对象的干预操作，71.8%的护理人员并不能熟练应用。这些结果提示口腔护理人员的科研能力还

需要进一步提高。 

4.2. 口腔护理人员科研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口腔护理人员科研能力的影响因素较多，影响程度各有不同。调查结果显示，

参加科研培训的次数越多，每周阅读文献的篇数越多，科研能力得分越高。这提示在同一平台下，科研

能力的培养与自主学习态度有关。另外，科研能力的得分也与撰写课题的数目有关。科研能力与撰写课

题应该是互为因果，科研能力越强，参与撰写的课题的数目也会越多。 
除此之外，尽管我们的研究结果在性别、年龄、职称、学历与科研能力得分之间的关系不具有统计

学差异，但有数据表明护理人员职称是影响护理人员科研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职务越高，综合素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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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相对较高，科研意识相对较强，常常能作为各类科研活动的组织协调者[6]。副主任护师及以上职称人

员在发现问题、实验设计、科研创新方面较为突出，可见建立科学而规范的职称评聘体系对科研能力及

产出的评价是有意义的[7]。同时，由于护理工作具有长期性和经验性，年龄也成为影响科研能力的重要

因素。护理人员从事护理工作年限越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越高[7]。学历也是影响科研能力的

重要因素。参与该研究的护理人员的科研素质因受教育程度不同而出现较大的差异。初始学历是中专、

专科的研究对象因学历课程限制，大多数没有对护理科研、统计学等科研相关知识进行系统学习，对护

理科研的开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8]。因为本研究调查对象的学历主要为本科，因此，未观察到学历与科

研能力得分间的关系。 
本研究的结果还显示，科研能力得分与发表论文、带教经历之间不具有统计学差异。这可能与口腔

护理人员相对注重临床工作有关。 

5. 小结 

科研能力水平高低会直接关系到护理学科的发展速度，影响护理人员的工作质量及医院的整体服务

水平。本次调查了解到参加科研培训的次数、每周阅读文献的数目以是否撰写过课题与科研能力之间具

有相关性，而年龄、性别、学历等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相同平台下，科研能力的培养与学习的主

动性息息相关。因此护理管理者应当完善护理科研管理制度，对护理人员有针对性地进行系统化的知识

培训，唤醒护理人员学习的主动性，提升团队的整体科研水平，为开展科研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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