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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不同学历、不同学制、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护生对高危药品知识的掌握度，为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护生在临

床实习前行高危药品知识培训和进院前教育提供相关依据作参考。方法 行自行设计问卷的问卷调查法，对即将进入临床实

习的554名（来自8所相关实习学校）的护生行进院前高危药品知识掌握度现况调查并行统计分析。结果 ①对20个高危药

品条目行问卷调查正确应答率大于60%的条目仅有3个；②来自不同学历、不同学制、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护生对高危药品知

识掌握的情况各不相同，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高危药品知识掌握率相对较低的是学历相对较低的护生；④高危

药品知识掌握率相对较好的是学制相对长的护生。结论 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护生对高危药品相关知识的掌握度总体欠缺。

护生进入临床实习前应该开展形式多样的高危药品相关知识教育和培训势在必行，特别是短学制的低学历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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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tatus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of high⁃alert medications among nursing students with differ⁃
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and school systems who are about to enter clinical practice，and to provide relevant basis for the
knowledge training and education of high⁃alert medications for these students before going to clinic.Methods Questionnaire sur⁃
vey，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about the knowledge acquisition status of high⁃risk drugs，was used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554 nursing students who are going to be sent into clinical practice from 8 specific nursing schools.Results ①Among 20 items of
high⁃risk drugs in this questionnaire，only three had a correct answer rate of over 60%；②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knowledge of high ⁃ risk drugs among nursing students who are about to enter clinical practice from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
grounds and different length of education（P＜0.05）；③ The worse the knowledge rate of high⁃risk drugs，and the lower the educa⁃
tional background in these nursing students before going to clinic ；④ The better the knowledge of high⁃risk drugs，the longer the
length of schooling in these nursing students before going to clinic.Conclusions The knowledge of high⁃risk drugs is not abun⁃
dant.in these nursing students before going to clinic.Therefore，it is imperative for nursing colleges and related medical institutions
to carry out effective and diversified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n high⁃alert drugs before nursing students going to clinic.
Key words：Education，nursing； Clinical clerkship； Risk factors； Medication errors； Safety management； Competency⁃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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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人口的增加、医院的扩大

及人口的老龄化，医院护理风险问题的发生频率势

不可挡，用药差错是临床工作中最常见的护理风险

事件之一，而高危药品是用药管理的重中之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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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药品使用不当造成病人身体严重损伤的医疗

差错和事故在全世界的药事管理和医院的风险事

件管理中都越来越受到关注，医护人员对高危药品

知识的掌握程度与医疗安全密切相关［1］。早在2007
年，Tang等［2］研究发现，临床用药错误的主因为“个

人疏忽”“超负荷工作”和“新入职人员”三个因素，

其中“个人疏忽”也就是说个人原因占的比例最高，

为86%。Phillips等［2］在2001年回顾性分析了469件
与护理人员相关的医疗差错和风险的发生情况，研

究结果认为，高危药品相关知识缺乏是造成医疗事

故的首要原因。其他有关研究也证明护理人员高

危药品相关知识缺乏是使其发生用药差错和事故

的重要因素［4⁃5］。2017年以前中国国内没有高危药

品管理相关的文献报道和管理条例，随着国内外对

高危药品管理的重视，2017年以后陆续有研究对医

院护理人员进行高危药品相关知识的培训和教育

的报道。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护生在临床实习阶

段，他们要处理和执行医嘱，就必须参与到病人的

用药过程，特别是高危药品的使用过程。而对这些

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护生的进院前的用药安全和

高危药品相关研究鲜见报道。由于护生高危药品

相关知识储备量不足，如果临床带教老师有任何环

节疏忽，都有可能增加用药差错和事故等不良事件

的发生。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护生高危药品知识

的掌握情况与病人安全用药及医疗安全息息相关。

本研究通过对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护生在临

床实习前对高危药品相关知识的掌握现状行问卷

调查研究，为护生进入实习前的培训和学校教育提

供参考依据，为临床安全用药奠定基础，避免及降

低用药差错和事故的发生。

1 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取样法，选取2017年 7月
进入某三甲医院临床实习的554名来自8所定点学校

的护生作为调查对象，其纳入标准：①护生来自医院

规定的定点实习学校；②按照教学计划首次在本院

进行临床实习的护生。排除标准：①首次在本院实

习的个人自己联系的护生；②在该院已行临床实习

的护生。本研究符合《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

相关要求，经医院同意；所有调查对象先填写知情同

意书，表明自愿参加本调查研究。先统一培训调查

员，然后确立研究计划，最后按计划标准实施。

2 方法

2.1 研究工具 参阅有关文献［6⁃8］确立自行设计

相关调查问卷，在调查开始前，先对问卷进行预测

试，采用随机采样法选取己联系实习医院的25名护

生进行问卷预测试，测试结果为该调查问卷的内部

一致性信度为0.842；内容效度为0.832；重测信度为

0.962。调查访谈内容应用Delphi法确定，访谈人员

总共有10名相关医务人员，包括临床护士2名（中级

职称1人，初级职称1人）；临床医师2名（高级职称1
人，中级职称1人）；护理管理者4名（高级职称2人，

中级职称2人）；药师2名（高级职称1人，中级职称1
人）。根据访谈意见和/及建议先后行为期三轮的修

订，确定最终稿的问卷行问卷调查。

问卷内容包括护生的一般资料和高危药品知

识两大部分：（1）一般资料内容包括调查护生性别、

年龄、就读的学校、学历、学制共5个条目；（2）高危

药品知识相关条目有高危药品的储存、用法、识别、

发放、用量、配伍禁忌等共六个主要方面的20个子

条目，高危药品问卷中的条目确定先参照《高危药

品分级管理策略及推荐目录》（该文件是2012年3月
由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发布的）等相关

文件，然后参考相关文献，参考含有报道的高危药

品用药差错的典型案例，最后结合临床工作中使用

频率最高、最常见、最容易发生用药差错的高危药

品相关内容自行设计并确立最终调查问卷。

2.2 调查方法 由经过特殊培训的指定调查员发

放调查问卷，在护生进入实习前统一进行问卷发

放，问卷填写完成后及时收回。发放时说明填写要

求，要求护生独立完成，单人单桌，不许商量，采取

匿名方式填写。本次发放问卷562份，回收562份，

回收率100%，剔除8份有空项及有规律填写的不合

格问卷，有效问卷554份，有效回收率为98.58%。

2.3 评价方法 除年龄需要填写具体数字外，其余

均为单选题。“错误”率和“不确定”率用来表示调查

对象对改条目回答的全局情况；正确率表示答“对”

结果的结局。本量表为赋值问卷量表，累计分值越

高，表明回答条目正确的数量越多，说明护生对高危

药品知识掌握度越到位，更有利于降低临床高危药

品风险事件的发生率。药物知识部分备选答案采用

“不确定”“否”和“是”三个备选项。回答“错误”和

“不确定”赋值为“0”分；回答“是”，赋值为“1”分。

2.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22.0进行资料统计分

析。计数资料用例数及比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x̄ ± s表示，经检验均为正态或

轻微偏态分布，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检验水准

均为0.05。
3 结果

3.1 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 在本研究的8所学校

554名护生中，中专生有112人，占20.22%；大专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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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护生高危药品知识掌握情况/例（%）

因素

识别

用量

发放

用法

储存

复合知识

条目

10%氯化钾经常被使用，所以应该让护士易于随便取用

氨基酸类制剂是高危药品

50%葡萄糖注射液需要用高危药品标记进行标识

化疗剂量的计算：成人应根据体质量，儿童应根据体表面积

儿童口服水剂药物给药剂量正确的表示方法有“mL”和“茶匙”

生产日期为“170206”，有效期2年，该药的有效期截止到2019年2月6日
阿霉素等强刺激药物静脉给药渗漏时应该立即停药

阿霉素可以肌内注射给药

长春新碱常用于治疗急性白血病，正确的给药途径是鞘内注射

当发生心室颤动等紧急情况时，需静脉快速推注10%氯化钾10 mL
10%氯化钾最好加入林格氏液以便快速输入

如果病人能耐受，应优先选择口服补钾而非静脉输注

500 mL无菌注射用水可用于静脉输液和粉针剂的溶剂

注射胰岛素时，常用“mL”做剂量单位

10%氯化钾注射液正确的用药途径是静脉注射

未开启使用的胰岛素保存温度是2～10 ℃
肝素应存储在冰箱

5%葡萄糖500 mL中最多可以加入10%氯化钾注射液20 mL用于静脉快滴

对于血钠低的病人快速静脉滴注3%氯化钠500 mL
发生严重低渗性脱水时，应在1～2 min内快速静脉注射10%氯化钠10 mL

回答正确人数

499（90.07）
56（10.11）
98（17.69）
131（23.64）
216（38.99）
172（31.05）
45（8.12）
39（7.03）

108（19.49）
336（60.64）
252（45.49）
370（66.79）
126（22.74）
254（45.85）
299（53.97）
214（38.63）
89（16.07）
223（40.25）
251（45.31）
187（33.76）

回答错误人数

45（8.12）
95（17.15）
88（15.88）
289（52.17）
81（14.62）
96（17.33）
398（71.84）
85（15.34）
202（36.46）
102（18.41）
88（15.88）
65（11.73）
206（37.18）
102（18.41）
76（13.72）
152（27.44）
186（33.58）
212（38.27）
186（33.57）
255（46.03）

回答“不知道”人数

10（1.81）
403（72.74）
368（66.43）
134（24.19）
257（46.39）
286（51.63）
111（20.04）
430（77.62）
244（44.04）
116（20.94）
214（38.63）
119（21.48）
222（40.07）
198（35.74）
179（32.31）
188（33.9）
269（48.56）
119（21.48）
117（21.12）
112（20.22）

281人，占50.72%；本科生有161人，占29.06%。女生有

529人，占95.49%；男生有25人，占4.51%。平均年龄为

20.65岁，年龄范围为16～24岁。其中：中专、大专、本

科护生的平均年龄分别为17.65岁、20.48岁和22.13
岁。4年制的护生有259人，占46.75%；3年制的护生有

258人，占46.57%；5年制的护生有37人，占6.68%。

3.2 调查对象对高危药品相关知识掌握度情况

554名护生对高危药品相关知识的掌握度情况主要

是从高危药品的储存、用量、发放、识别、用法、复合

知识等六个面全方位来衡量和分析。结果见表1。
3.3 不同学历、不同学制护生进院前高危药品知识

认知情况比较

3.3.1 不同学历护生进院前高危药品知识掌握情

况比较 在不同学历结构中，护生对高危药品知识

条目的应答正确率由低到高的顺序依次是：中专、

大专、本科。见表2。
表2 不同学历护生对高危药品知识掌握情况比较

学历

本科

大专

中专

F值

P值

人数

161
281
112

赋值得分（分，x̄ ± s）
15.86±1.89
11.59±2.44a

9.29±4.73ab

173.527
0.000

注：多重比较为 LSD⁃t检验；与本科比较，aP＜0.05；与大专比

较，bP＜0.05

3.3.2 不同学制护生进院前高危药品知识掌握情

况比较 结果显示护生进院前高危药品知识掌握

度与其学制的长短密切相关，而且不同学制护生进

院前高危药品知识掌握度也不一样，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学制越长赋值得分越高。见表3。
表3 不同学制护生对高危药品知识掌握情况比较

学制

3 年

4 年

5 年

F值

P值

人数

258
259
37

赋值得分（分，x̄ ± s）
7.97±4.21

14.00±2.59a

15.81±2.68ab

187.977
0.000

注：多重比较为LSD⁃t检验；与 3年学制比较，aP＜0.05；与 4年

学制比较，bP＜0.05
4 讨论

4.1 对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护生开展进院前相关

高危药品知识培训势在必行 从本研究的结果整

体来分析，各类别护生的应答准确率都没有达到

70%，对20个高危药品的条目问卷调查，应答正确率

大于60%的仅有3个条目，这就说明护生在校学习期

间对高危药品知识了解和掌握度远远不能达标，与

有关学者［9⁃11］的结论大致相同，证明目前护生对高

危药品储存、识别、发放、用量、用法及复合知识等

方面知识很贫乏，护理教育及管理者及学校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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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护生在学校的高危用药知识教育，尤其要重视及

加强高危药物知识的宣传培训和教育。把高危药

品知识教育和培训贯穿到学校教学和临床教学的

每个细小环节。早在2013年严玲微等［12］对医院重

症监护室的136位护士行高危药品知识的调查研

究，在所调查的用药差错中，分析结果为高危药品

使用不当的占61.50%，而在职工作的护士中能够

全面掌握高危药品知识的仅仅占有3.67%，不全知

晓高危药品相关知识的护士和护生高达96.33%。

许晶晶等［13］2012年对护理人员药品管理研究中发

现并指出，护士药物相关知识掌握度不够是导致医

疗事故发生的重要相关因素之一。Hicks及Beck⁃
er［14］也在使用药物差错的相关研究中提出，护理人

员缺乏使用药物相关知识是导致医疗事故发生的

单一重点因素，占所有医疗事故发生原因的48%以

上。学校教育是护生和护士高危药品教育的根基，

对护士进行高危药品相关知识教育要从学校的根

基开始。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护生的高危药品知

识欠缺，证明学校教育中的课程设置环节存在一定

的漏洞和缺陷。尽管临床实习中能够提高药物相

关知识，但高危药品基础知识大部分应该从学校的

基础教育开始。

4.2 不同学制及不同学历间护生高危药品知识的

掌握情况 本研究显示，不同学制、不同学历的护

生高危药品知识的掌握度存在明显不同。从表2和
表3的结果中可以显而易见的看出，不同学历和/及
不同学制护生间高危药品知识的认知度有较大偏

差：学历较低、学制较短的护生应答问题的正确率

相对较低。本研究的高学历的本科学生均来自于

985及211工程院校，他们的基本功扎实，智商高，学

习努力，进取心强；四年制的护生基本上来自于二

本及三本院校，从入学成绩及综合素质方面稍微差

于五年制护生一些；三年制的护生基本全都来源于

私立学校，生源的基础相对于四年制及五年制，其

差别很大，学校培养的要求和四年制及五年制的学

生的要求也不同。这一现象提示医院要建立与生

源学校的沟通联系机制，充分考虑生源基础的差

异，提倡素质教育和/及分类教育的护理教育模式，

提高护理队伍的整体生源素质及整体水平［15⁃16］，重

视和加强护理三年及四年制本科生教育，重视课堂

基础知识的教学，注重学生的来源，在护理专业学

生的培养机制中提倡多样化教育的分类临床护士

培养模式。

4.3 高危药品基础知识应单独纳入护生学历教育

的课程设置中 有研究表明［14⁃17］，护士们大多数未

接受过在学校正规的高危药品知识相关教育，也没

有完整的在医院继续培训项目为护士们提供高危

药品知识的学习机会。Lo等［17］在2013年对台湾地

区199名临床护士们及136名护理老师们进行调查，

研究结果表明：规范化的学校知识教育和系统化的

医院继续教育及培训在护理人员们高危药品的认

知提升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目前在中国

尚未有全国范围内，不同地区及不同等级医院护士

及护生高危药品相关知识教育的大范围大规模的

现况调查的文献报道，但国内有统计过医护人员获

取高危药品相关知识的主要途径是专题培训的报

道［18］。本研究调查结果认为：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

护生高危药品知识掌握度相对较差，说明学校对护

生药理课程安排欠缺，假如能将高危药品相关知识

纳入护生学历教育的课堂课程设置中，根据护理专

业的特殊性，在药理学课程中单独加强及重点强调

高危药品的重要性的章节，为护生提供足够的有关

高危药品相关知识的学习机会，并通过系统的教学

设计和严格的考核方式来确保护生高危药品学习

的效果，从学校抓起，通过在医院强化和加强，定能

改善目前护生高危药品认知不足的现状和未来，提

高临床上的用药安全，减少用药医疗差错和事故的

发生。

总而言之，目前中国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护生

对高危药品知识的掌握度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对

高危药品识别、用法、发放、储存、用量及复合知识

等诸多方面，由于学制和学历的不同，生源的来源

不同及学校教育的先天不足，导致临床护士和即将

进入临床实习的护生对高危药品的使用掌握不够

全面，为临床用药安全留下隐患。故改变护生高危

药品临床用药的知识不足现状已经势在必行，要提

高临床用药的安全性，必须从学校教育抓起，从生

源着手，提倡高质量，多渠道的院前教育和培训的

临床护生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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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假单胞菌 280株基因分型及耐药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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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临床感染铜绿假单胞菌的基因型别、耐药特点以及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耐药机制。方法 收集重庆市沙

坪坝区陈家桥医院2011年6月至2017年7月共6年分离的280株铜绿假单胞菌，主要来源于呼吸内科和 ICU病房的痰液标本，

进行ERIC⁃PCR（肠杆菌基因间保守重复序列聚合酶链式反应）分型及药敏试验分析，并检测12种主要的碳青霉烯酶基因的携

带情况。结果 分型结果表明主要存在A、G、H三种优势型别的流行，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率普遍低于全国耐药监测数据，对

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平均不敏感率分别为10.4%和7.1%。在35株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不敏感菌株中，碳

青霉烯酶 IMP和VIM的携带率分别为8.57%和5.71%。结论 肺部感染以及A、G、H三种优势型别细菌是铜绿假单胞感染防

控的重点对象，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菌株中主要携带 IMP和VIM两种常见的碳青霉烯酶基因，但阳性率较低。但碳青霉烯类

抗生素耐药率逐年升高，仍应引起重视。

关键词：铜绿假单胞菌； 重复序列，核酸； 肠杆菌属； 聚合酶链反应； β内酰胺抗药性； 基因，MDR

Genotyping and drug resistance of 280 strains of
clinically isolated pseudomonas aerugin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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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genotype，drug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carbapenems resistance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Methods A total of 280 strains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isolates from Chen Jiaqiao Hospital d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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