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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麻醉护理的发展从最初模糊的探索、经验总结，到
角色逐渐清晰、职责范畴日益明确，经历了漫长的历程。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原国家卫计委制定发布了《国家卫生计生委办

公厅关于医疗机构麻醉科门诊和护理单元设置管理工作的

通知》，提出了麻醉科门诊及护理单元建设管理有关要

求［１］ 。 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选择麻醉护理研究方向成为

重要课题。 虽已有部分综述对此进行阐述［２－４］ ，但未对麻醉

护理的研究发展过程、研究主题等进行定量分析。 因此，本
研究通过对近十年我国麻醉护理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以
期了解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为开展麻醉护理研究提供

参考。

资料与方法

文献来源与检索方法 　 以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ＣＢＭ）、中国知网（ＣＮＫＩ）和万方数据库为检索平台，在篇

名、关键词、摘要字段使用“麻醉护理”或“麻醉护士”作为检

索词，检索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收录的核

心期刊文献和硕博士论文。 借助 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３ ２ 文献管理

软件辅助查重、筛选。 根据研究目的确定文献纳入标准：研
究内容与麻醉护理相关，或涉及麻醉并发症的护理，以及明

确提及麻醉（科）护士角色的研究。 逐篇阅读文题、摘要进

行初筛，阅读全文进一步筛选。
统计分析　 自行编制文献资料收集记录表，包括文献的

发表年份、发表期刊、作者、研究类型、研究主题等信息。 逐

篇阅读文献，填写记录表。 其中，研究主题的归类主要根据

文献关键词进行总结，部分主题不明的文献由 ２ 位研究者讨

论后归类。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 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形成

趋势图表等。

结　 　 果

文献年度分布　 本研究共检索到文献 １ ０６２ 篇，排除重

复文献、主题和文献不符文献 ６５２ 篇，最终纳入分析的文献

共 ４１０ 篇。 文献筛选过程见图 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我国麻醉

护理的文献数量总体呈波动性上升趋势。 文献量在 ２０１７ 年

达到最高峰（图 ２）。
文献来源分布 　 纳入的 ４１０ 篇文献中，１７ 篇（４ １５％）

图 １　 文献筛选流程图

为硕士论文，１ 篇（０ ２４％）为博士论文，其余 ３７６ 篇发表在

９７ 本核心期刊。 有 １５ 本期刊收录相关文献量在 ７ 篇以上，
其中 １０ 本为护理学类期刊，５ 本为临床医学类期刊（表 １）。

作者分布　 ４１０ 篇文献作者总数 ９９７ 人，每篇文章作者

最少为 １ 人，最多为 １１ 人。 按照作者发文数量进行排序，发
文数量在 ５ 篇以上的作者 １２ 人。 其中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

是阮洪，共发表文章 １６ 篇。 其次为胡嘉乐（１４ 篇）、王惠芬

（８ 篇）、韩文军（８ 篇）、丁红（６ 篇）和邓曼丽（６ 篇）。
机构分布　 按照机构发文量进行排序，发表 ６ 篇以上的

机构有 ８ 个，其中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和

泰山医学院护理学院发表文献量均超过 １０ 篇（表 ２）。
文献类型　 根据文献内容，将纳入文献分为 １１ 种研究

类型。 其中，实验性研究指随机对照试验；类实验性研究指

缺少随机原则分组的研究；其他类型研究包括专家主题探

讨、比较研究法、工作分析法等（表 ３）。
文献主题　 根据文献分析，将麻醉护理研究主题分为 ５

类：①临床麻醉护理，包括围麻醉期综合护理、术前麻醉相关

访视、术前准备（包括禁食、训练、心理准备等）、健康教育、
麻醉诱导期护理、术中麻醉护理、麻醉复苏期护理、麻醉并发

症、疼痛护理、气管插管护理等；②麻醉科护士角色，包括麻

醉科护士的角色探讨、教育、工作范畴、能力、人力资源，以及

麻醉科护士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③麻醉护理管理，包括麻

醉科的护理管理模式、麻醉药物管理、麻醉护理质量、专职麻

醉护理小组的研究；④其他研究，例如国外经验的分享、麻醉

护理的历史和发展（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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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麻醉护理文献的年度分布情况

表 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我国刊载 ７ 篇以上麻醉护理文献的

核心期刊（ｎ＝４１０）

期刊 刊文量（篇） 百分比（％）

护理研究 ３３ ８ ０５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３３ ８ ０５

护理学杂志 ２５ ６ １０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２３ ５ ６１

解放军护理杂志 １６ ３ ９０

实用临床医药杂志 １６ ３ ９０

中国护理管理 １１ ２ ６８

护士进修杂志 １１ ２ ６８

现代临床护理 ９ ２ ２０

中华护理杂志 ８ １ ９５

中国医药导报 ８ １ ９５

国际麻醉学与复苏杂志 ８ １ ９５

实用医学杂志 ８ １ ９５

护理学报 ８ １ ９５

重庆医学 ７ １ ７１

表 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我国发表 ６ 篇以上麻醉护理文献的机构

机构 发文量（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１６

泰山医学院护理学院 １３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９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８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７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６

表 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我国麻醉护理文献的类型［篇（％）］

文献类型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

（ｎ＝ １４５）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

（ｎ＝ ２６５）

经验总结 ７６（５２ ４） ４７（１７ ７）

实验性研究 ３４（２３ ５） ８２（３０ ９）

调查性研究 １４（９ ７） ３６（１３ ６）

综述 ９（６ ２） １６（６ ０）

类实验性研究 ８（５ ５） ４９（１８ ５）

其他 ２（１ ４） ４（１ ５）

观点探讨 ２（１ ４） ３（１ １）

构建类研究 ０（０） ２０（７ ６）

质性研究 ０（０） ４（１ ５）

循证研究 ０（０） ２（０ ８）

文献研究 ０（０） ２（０ ８）

表 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我国麻醉护理文献的主题［篇（％）］

文献类型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

（ｎ＝ １４５）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

（ｎ＝ ２６５）

临床麻醉护理 １１６（８０ ０） １７９（６７ ６）

麻醉护士角色 １２（８ ３） ５６（２１ １）

麻醉护理管理 ７（４ ８） １６（６ ０）

其他 １０（６ ９） １４（５ ３）

讨　 　 论

本研究分析近十年来，我国麻醉护理的研究现状，结果

显示，研究数量总体呈波动性上升趋势，正逐渐受到更多学

者的关注和重视。 但高翠荣等［５］ 对国际麻醉护理领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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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的分析表明，我国在国际上发表的文献数量距欧美国家

仍有较大差距。 本研究结果表明，２０１７ 年麻醉护理研究的

发文量达到最高峰，同年 １２ 月我国从国家政策层面首次提

出了“麻醉科护理服务”的概念。 文献数量的增长和国家政

策确立的同步性提示学术研究的进步可能推动了政策的确

立。 政策的发布既肯定了麻醉护理专业的重要性，也为该领

域的未来发展搭建了平台，对麻醉护理研究进入新的阶段起

到里程碑式的作用。
从发表文献的情况看，刊载麻醉护理文献的核心期刊以

护理学类为主，也包含部分临床医学类期刊，说明麻醉护理

研究已被多数护理学类核心期刊所认可。 同时，麻醉护理的

发展离不开临床医学的进步，医护合作类研究屡见不

鲜［６－７］ ，且随着护理研究质量的提高，文献也受到临床医学

类期刊的认可，这与国际上麻醉护理的期刊刊载趋势较为一

致［５］ ，呈现学科交融的特征。 近十年我国已有 １８ 篇硕博士

论文关注麻醉护理领域的研究，为该领域的发展储备了较好

的人才结构。 ４１０ 篇麻醉护理研究的作者分布和机构分布

显示，已有部分机构和作者开展了麻醉护理方向的系列研

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作为国内首个

获得国际麻醉护士联盟 （ ＩＦＮＡ） 认证的麻醉护理培训基

地［８］ ，是我国较早开展麻醉护士角色、工作范畴、核心能力、
核心课程、临床麻醉护理研究的机构之一［９－１３］ 。 泰山医学院

护理学院是国内较早开始招收麻醉护理本科生的高等医学

院校，并培养了若干名麻醉护理研究方向的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１４－１５］ 。 目前麻醉护理研究发表

数量较多的 ８ 家机构，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湖北、广东、新
疆五个地区，未来可加强交流，逐步推广至全国各级医院麻

醉科。
根据文献发表量、研究类型和研究主题的分布，可将麻

醉护理研究发展情况按时间分为两个阶段。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

（麻醉护理研究发展准备期）文献发表量较少（２９ 篇 ／年）；
研究类型以经验总结为主（５２ ４１％），实验性研究（２３ ４５％）
为辅；研究主题以临床麻醉护理为主（８０ 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麻醉护理研究发展初期）文献发表量稳步增加，达 ４１ ５
篇 ／年；研究类型为实验性研究（３０ ９２％）为主，类实验性研

究（１８ ４７％）和经验总结（１７ ６７％）均等，较前出现新的研究

类型，例如质性研究、构建类研究、循证研究、比较研究、文献

研究［１０－１１， １３， １６］ ； 研 究 主 题 上 仍 以 临 床 麻 醉 护 理 为 主

（６７ ４７％），但麻醉护士的研究增多（２１ ２９％）。
麻醉护理发展准备期时，诸多学者致力于分享在临床工

作中的经验和体会，逐渐从临床实践中体会到围术期患者存

在麻醉导致的护理问题，传统的“手术室护理”范畴不足以

应对患者接受整体护理的需求，逐渐发展出“麻醉患者的护

理配合” ［１７－１８］ ，并逐渐探索形成“麻醉护理”的角色概念。
文献显示，多数医院的麻醉苏醒室较早即配备了护士，因此

发表了大量有关麻醉恢复期并发症护理等研究［１９－２１］ 。 随着

国内学者参观学习国外手术室护理管理等经验后［２２－２４］ ，了
解到麻醉护理概念，并开始探讨麻醉护士的角色、资格认证、

工作范畴、护士教育等［１１， ２５－２７］ 。
进入麻醉护理研究发展初期后，学者们开始尝试不同研

究方法应用于麻醉研究中，研究主题也由临床麻醉护理的一

枝独秀转变为百花齐放，尤其是麻醉护士的相关研究增多。
麻醉对于患者而言往往是神秘、难以理解的，正因为此常给

术前患者带来恐惧心理，应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索患者的体验

和需求，可便于临床工作者理解患者的行为和想法［１０， ２８］ 。
对于临床麻醉护理，有学者基于前期实验性研究的基础上，
进行循证证据总结、最佳证据实践等［１６， ２９］ 。 多名硕博士研

究生采用量性、质性、Ｄｅｌｐｈｉ 法等构建我国麻醉专科护师核

心能力体系、核心能力课程、人才培养模式体系等，其目的在

于为麻醉护理专业建设奠定基础［１４－１５， ３０－３２］ 。 随着 ２０１７ 年

开设麻醉护理单元政策的发布，麻醉护理研究理应迈进新的

篇章，然而分析发现有研究者再次探讨麻醉科护士的工作范

畴、核心能力等问题［３３－３６］ ，这一现象值得思考。 一方面，麻
醉护理研究的结果与临床实践可能存在差距，或因应用范围

局限、推广性不足，导致部分临床工作者对研究的发展水平

不了解。 另一方面，麻醉护理的研究在不断更新，需要研究

者探索新背景下的角色发展。 但部分研究中对关键概念的

内涵界定尚需明确，例如核心能力、岗位胜任力、工作范畴、
工作职责等。 同时，在政策的推动下，麻醉护理研究应向更

深入、更贴近患者需求、考虑患者舒适与安全的角度挖掘。
对于已发表文献中经验总结的护理要点，可用更科学的研究

方法来验证或改进，以适应当前医疗环境下的麻醉护理实

践。 目前，国际麻醉护理领域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患者麻

醉护理与疼痛管理、麻醉科护士工作能力医护团队协作、围
术期患者心理状况及并发症干预等三个方面［５］ ，未来我国

麻醉护理的研究思路可借鉴于此，进一步开展国内文化和临

床环境下的相关研究。
综上所述，我国麻醉护理研究经过十年的发展，最终推

动了政策的发布。 研究数量的增长、类型和主题的不断丰

富、核心科研网络的形成，使得麻醉护理研究受到临床医学

和护理学科期刊的共同认可，并涌现了医护合作的科研项

目，但尚存在研究质量上的诸多问题。 未来需要相关机构提

供教育平台，培养更多高学历麻醉护理人才，为整体提高麻

醉护理研究水平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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