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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泌专科护理人员集束化培训模式的建立内分泌专科护理人员集束化培训模式的建立

杨  琴 马丽婷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宁夏 银川 750001

【摘 要】：目的：探讨内分泌专科护理人员集束化培训模式的建立。方法：选择 2020 年 1 月至 2023 年 6 月在我院内分

泌科室工作的 40例内分泌科护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2020年 1月到 2021年 12月的 20例内分泌科护理人员作为参照组，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6 月的 20 例内分泌科护理人员作为观察组。参照组给予常规培训；观察组实施集束化培训，记录两

组护理人员理论成绩及实操成绩、培训满意度，并实施对比分析。结果：参照组及观察组护理人员理论成绩及实操成绩方

面的数据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p ＜ 0.05）；参照组护理人员培训满意度为 80.00%，观察组对应数据为 100.00%，差

异不容忽视，（p ＜ 0.05）。结论：集束化培训模式在内分泌专科护理人员培训中实施价值显著，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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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a cluster training model for endocrine specialist nursing staff
Yang Qin Ma Liting
General Hospital of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Ningxia Yinchuan 750001
Project of Ningxia Nursing Society Special Committee, Project No.: NXHL20-19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cluster training mode. Methods; 20 endocrinology staff working in the 
endocrinolog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June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and 20 endocrinology 
staff from 20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20 from January 2022 to June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Routine training was given to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nducted cluster training, 
recorded the theoretical performance and train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and conducted comparative analysis. Results;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erformance of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p <0.05); the training 
satisfaction of the reference group was 80.00%, and the corresponding data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100.00%. the differences 
cannot be ignored, (p <0.05). Conclusion: The cluster training model is of great value in the training of endocrine specialist nursing 
staff and can be promoted.
Key words: endocrine specialty; nursing staff; cluster training; model establishment; value

引言引言

内分泌专科护士是指具备护士执业资格，在内分泌领

域进行系统的理论和实践培训，具备相应的内分泌专科护

理能力，能熟练运用内分泌专科护理知识和技术为患者提

供专业化服务，经考核合格的注册护士。目前，全区内分

泌专科护士的核心能力参差不齐，通过 2019 西部护理联盟

糖尿病护理学组的横断面调查显示，西部各省参与调查的

内分泌专科护士对住院患者管理相关概念和实践质控、临

床教育、临床指导与咨询、患者远期管理等方面掌握欠佳，

共参与调查 1239 人，其中 242 人不清楚糖尿病患者血糖分

层管理目标，占调查总人数的 19.53%，325 人不清楚高危

项目风险评估内容，占调查总人数的 26.23%，363 人近 2
年内未参与胰岛素注射等最新指南的学习，占调查总人数

的 29.30%。调查显示，近三成的内分泌专科护士对患者急

慢性并发症防治知识未掌握，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管理重视

不足，理论知识欠缺，操作技能缺陷，未形成系统、有效、

全面的临床患者管理和教育模式。内分泌专科护士专业核

心能力直接影响了患者病情控制、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控

制。集束化培训法是品质管理和综合培训的一种重要方法

和手段，最终可以达到提高培训培养效率和成效的目的。

本研究依据内分泌专科护士核心能力调研结果，找出能力

短板，实施集束化培训方案。现总结如下。

11资料与方法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在我院内分泌科工作的 40 位内分泌科护理人员作为

研究的对象，均为女性，年龄 20~46 岁，平均（28.62±2.31）
岁，本科及以上 14 人，在职本科 6 例，其中 2020 年 1 月

到 2021 年 12 月的 20 位内分泌科护理人员作为参照组，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6 月的 20 位内分泌科护理人员作为

观察组，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有
可比性。两组患者护理人员均为同批次，实验期间未曾出

现职位变动。

1.1.1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研究对象均为内分泌科护理人员；护理人

员对本次实验完全知情且自愿签署协议书。

排除标准：本次实验应排除实验中途岗位变动、中途

放弃的护理人员相关数据。

1.2 方法

1.2.1 参照组：传统培训，专人协助护理人员护理工作。

1.2.2 观察组的患者采取集束化护理管理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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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集束化护理方案的确定：首先由医院方面成立

内分泌专科护理人员集束化管理小组，由护士长担任组长，

护理人员担任组员。在组内定期开展培训，由护士长联合

教学骨干总结临床护理中的相关经验，制定出相关的教学

资料。

1.2.2.2 集束化培训模式的建立

“ 集束化护理 ” 是指一组护理干预措施，每个元素都经

临床证实能提高病人结局，它们的共同实施比单独执行更

能提高病人结局。“ 集束化 ” 不一定只限用于治疗、护理过

程。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采用了集束化管理培训的实验

组护士理论成绩、技能操作及临床案例考核达标率均高于

参照组，证明了在培训方式上采用集束化管理理念，同样

能收到良好培训效果。

①集束化管理培训模式的实施：本研究采用的集束化

管理培训与学习，以循证证据为依据。培训由内分泌专科

护理人员统筹，实施统一标准化的操作培训模式，措施被

完全贯彻执行，并在内分泌专科培训同一环境内被实施，

提高了培训的完整性，从根本上加深了内分泌专科护理人

员的理解度，提高了操作的正确率和规范率。同时，标准

化操作的流程指引，提升了临床执行力、操作依从性。本

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具备更高的知识理解度、操作规范

率及临床实际应用有效性，更能确保临床安全。②阶段递

进式的培训：为保证所提供护理的可靠性，“ 集束化护理 ”
内的所有元素都必须完成，假如其中一个步骤被遗漏，该

方案就不算完成（“ 是 ” 或 “ 否 ” 的原则 )。同样的，内分

泌专科护理人员集束化管理培训中所涉及的内容必须全部

被完成，先从基础的性能认知开始，到案例综合应用，过

程是分步骤、有层次、阶段式递进完成，不能跨越其中一

步，以此确保培训的质量。③有效地监督及持续质量改进：

培训效果评估是推进培训持续改进从而达到培训预期目标

的重要措施。为了达到可持续性培训的目的，把操作质量

监控工作落实到内分泌专科护理组长的岗位职责中；把集

束化策略措施贯穿在科室的层级培训和岗位轮转培训中，

确保每个内分泌专科护理人员得到规范、持久的培训。集

束化管理培训能有效提高专科护理人员操作的规范性及临

床实际应用有效性，确保临床安全，改善医疗服务质量。

集束化管理培训所依据的资料一般都是由文献、书籍、国

际或国家标准指引等循证证据衍生而来，足够构建集束。

同时，通过制定出符合内分泌专科特点的临床培训和管理

计划，既进行规范化的培训，又结合专业特点，在培训中

兼顾专业培训要求。因此，推荐把集束化管理理念应用于

临床培训中，以提高培训的有效性。④ N0 级护理人员注

重提高其适应能力，N1 级护理人员注重提高护理能力，N2

级注重提高专科护理能力，N3 级注重提高管理带教能力，

N4 级提升整体综合能力。针对各级别的护理人员实现贯穿

始终的科研能力培训。N0 级主要培训制度规范为工作流程、

各班职责以及护理质量标准，规范制度学习知识、常见病

基本知识、多发病护理常规以及科室治疗用品、内分泌专

科药品物品等，相关知识实践技能主要为护患沟通技巧以

及基础护理操作能力。N1 级护理人员制度规范为岗位职责，

应指导其学习专科护理常规知识以及危重患者的协助护理、

内分泌专科药品相关知识以及文献查阅、阅读等，应指导

其了解基础操作、护理技术以及临床操作规范、内分泌专

科药物的应用方法。专科护理人员应了解专科技能以及专

科理论知识。N2 级应了解专科护理常规基础知识以及急危

症患者的护理知识，常用内分泌专科护理技术以及相关论

文的撰写，培训并指导其了解急救药品的应用方法，危重

患者的抢救配合护理。同时，护理人员需要具备临床教学

知识及技能，并明确临床护理安全管理及护理质量知识。

N3 级护理人员应具备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有效理解护

患沟通技巧以及投诉的有效处理方法，临床教学知识及技

能等，并了解专科护理知识的新技术、新知识、新业务，

理解护理质量管理知识以及管理工具论文写作的护理及方

法。N4 级护理人员应具备综合能力，主要为教学管理、护

理管理以及掌握护理、科研设计方法。

1.3 观察指标及方法

记录两组护理人员理论成绩及实操成绩、培训满意度，

并实施对比分析。护理人员理论成绩及实操成绩均采取百

分制，满分为 100分，分值高则表示护理人员培训效果理想。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的方法主要采取专业 SPSS23.0 统计学软件，对

获得的实验数据进行仔细地分析，数据之间具有非常明显

的差异。

22 结果结果

2.1 两组护理人员理论成绩及实操成绩

参照组及观察组护理人员理论成绩及实操成绩方面的

数据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理论成绩分别为（80.82±2.49）
分及（95.28±1.94）分，实操成绩分别为（81.16±1.41）分

及（95.62±2.28）分，（p ＜ 0.05）。

2.2 两组护理人员培训满意度

共计 8 名参照组护理人员对培训工作持十分满意及比

较满意态度，培训满意度为 80.00%，共计 10 名观察组护

理人员对培训工作持十分满意及比较满意态度，培训满意

度为 100.00%，数据差异不容忽视，（p ＜ 0.05）。详细情

况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理人员培训满意度

组别 人数（n） 十分满意（n） 比较满意（n） 不满意（n） 培训满意度（%）

参照组 20 5 6 4 73.33

观察组 20 8 7 0 100.00

χ2 值 - - - - 4.615

P 值 - - - - 0.003

33 讨论讨论

集束化护理是指将一系列有循证基础的治疗方案与护

理措施相结合用于处理某种难以攻克的临床疾病，以帮助

医务人员提高护理质量，改善护理结局。美国卫生保健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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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改进研究所于 2001 年首次提出集束化护理管理（care 
bundles）的概念。近年来我国护理领域对集束化管理理念

也比较关注。集束化护理管理的关键在于由护士长、医师、

护士等相关人员组成一个循证管理小组，对患者的病情进

行总结商讨共同制定一套适合患者的护理措施和方法。集

束化护理培训能够有效提高护理人员的岗位胜任力，提高

整体护理质量。护理工作属于具备实践性较强的工作，伴

随优质护理服务的逐步开展，护理工作要求能够更加人性

化、精细化，对于护士岗位能力逐步提高。院内以往培训

一般存在的培训内容能够针对形式化问题进行解决，无法

实现护理质量提高，效果不明显。合理规范的培训体系能

够有效消除以往培训过程中的随意性、盲目性，提高护理

人员的满意度及积极性，并依据护理人员实现分层核心能

力要求实施培训，提升整体培训质量。在集束化护理培训下，

能够将岗 - 能驱动模块实现不同层级侧重，依据能力需求

设置相应的培训模式，实现循序渐进、分批培训。在专科

护理、基础护理、护理文书、急救护理等方面均显著改善。

同时，集束化护理培训模式能够依据等级不同由浅入深地

实现科研贯穿，鼓励护理人员能够在其中积极思考，通过

科学手段有效解决问题。其中 N2 级以上的护士均具备一

定的带教任务，研究发现，带教工作能够为其提供发挥个

人能力展示自我的平台，能够有效提高工作满意度。N4 级

护理人员其院内具备一定的自主性 , 应积极建立专业小组

以及专科门诊，并有效承担院内的专科培训以及护理病例

会诊，促进护理科研进展。

结束语结束语

综上所述，内分泌专科护理人员集束化培训模式的建

立，实施价值显著，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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