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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实习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知信行调查分析
杜凤英  刘文君  许  毅  弋  新  刘晓云

（成都大学，四川 成都   610016）

【摘   要】目的：了解高校护理专业实习生应对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知识、态度、行为（KAP）现状，为进一步加强高校护理专业学生应对

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知识教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调查问卷，通过随机抽样选取成都市部分护理专业实习生为调查对象。对结果

采用SPSS24.0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护理实习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态度、行为得分分别为（16.05±1.65）、（21.96±2.35）、（16.72±2.03）。

大部分护理实习生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一定认识，但认知不足；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基本能够保持正向的应对态度，但依然感到焦

虑与恐惧；能够采取积极的行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应急准备不足、应急能力有限。结论：成都市护理实习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

关知识整体掌握不全面，部分高校学生尚未完全建立正向的思维态度和健康的学习生活方式，需要来自政府、学校、社会、个人等多个层面的共

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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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随机抽样选取护理专业实习生 170 人进行问卷调查。共发

放问卷 17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55 份，有效回收率 91.18%。

1.2 调查分析方法

问卷采用 KAP 模型，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并咨询护理专

家后最终形成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五个部分：人口学

基本情况；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认知部分共 10 题，共计 20 分，

选“对”得 2 分，选“错”得 0 分，选“不知道”为 1 分；应

对态度共 8 题，共计 24 分，选“非常同意”得 3 分，选“同意”

得 2 分，选“不确定”得 1 分，选“不同意”得 0 分；应对行

为共 5 题，共计 20 分，选“经常去做”得 4 分，选“能够去做”

得 3 分，选“不确定”得 2 分，选“较少”得 1 分，选“几乎没有”

得 0 分。在培训合格的调查员指导下，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

1.3 统计分析

调查资料经严格审核后，用 epidata3.1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

所有计量数据采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应用 SPSS24.0

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检验水准 α＝ 0.05，P ＜ 0.05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不同学历的护理专业实习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知

和行为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表 1。

表1  不同组别护理实习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KAP得分比较（x±s）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知识 态度 行为

性别

男
女

47
108

t
P

15.51±6.21
16.59±7.18

0.01
0.93

23.80±5.34
22.86±4.84

1.56
0.23

16.79±6.06
16.64±3.77

1.14
0.32

民族
汉族

少数民族
153
2

16.22±5.31
20.0±0

23.12±6.30
19.50±0.35

16.47±9.03
17.50±0

学历

本科
大专

147
8

t
P

16.19±1.64
17.63±1.37

13.60
＜ 0.01

22.97±6.66
21±2.07

3.62
0.078

16.40±9.52
18±1.1
10.24

＜ 0.05

2.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知识总体知晓情况

护理实习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知识平均得分为
（16.05±1.65），各部分具体知识的知晓情况见表 2。

表 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知晓情况
类型 应答人数 平均知晓率

范围 109 70.32%

特征 95 61.29%

影响 113 72.9%

定义 110 70.97%

应急预案 90 58.06%

上报时间 82 52.9%

物资供应 104 67.1%

不得隐瞒、谎报 122 78.71%

应急处理指挥部权力 98 63.23%

相关处罚 99 63.87%

2.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态度

超过 80% 的护理专业实习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感到焦

虑与恐惧，详见表 3。

表 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态度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确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感到焦虑与恐惧 24.52% 58.06% 12.26% 3.23% 1.94%

愿意接受政府部门的统一领导及指挥 38.06% 59.35% 2.58% 0% 0%

疑似感染疫病，愿意接受隔离 42.58% 50.32% 7.1% 0% 0%

愿意向周边人宣传防治知识 43.87% 48.39% 7.74% 0% 0%

配合相关医学措施 43.23% 51.61% 5.16% 0% 0%

愿意减少外出 41.94% 53.55% 4.52% 0% 0%

出现疑似症状，愿意及时就诊 41.94% 53.55% 4.52% 0% 0%

愿意配备各种应急用品 41.94% 50.32% 7.74% 0% 0%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行为超过 80％的护理专业实习

生积极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展状况，见表 4。

表 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行为

经常去做 能够去做 不确定 较少 几乎没有

积极主动关注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发展状况

47.71% 43.79% 3.27% 5.23% 0%

指导家属如何防治 46.41% 46.41% 3.92% 3.27% 0%

配合政府应急方案 35.29% 59.48% 3.27% 1.96% 0%

关注患者病情发展 35.29% 54.25% 7.19% 2.61% 0.65%

配备应急物品 39.87% 52.29% 5.23% 1.31% 1.31%

2.4 影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知信行的多元回归分析

根据调查对象的知信行得分情况，将得分作为因变量，把

性别、是否在学校接受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教育、实习后

是否接受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继续教育、知识来源作为自变量

纳入多元回归模型中，结果显示性别（OR ＝ 1.524，95%CI：

1.356 ～ 2.162），是否在学校接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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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OR1 ＝ 1.470，95%CI：0.921 ～ 1.846；OR2 ＝ 1.679，

95%CI ＝ 1.212 ～ 2.367）是护理专业实习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认知的影响因素，性别是护理专业实习生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因素。

2.5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来源途径

护理实习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来源较多，包括课堂教

学、医护人员、媒体等，具体情况见表 5。

表 5  知识来源及途径
来源及途径 人数 占比

课堂教学及课本 90 58.06%

其他医护人员 62 40%

专门培训学习 37 28.37%

媒体（包括电视、网络、电台、报刊等） 136 87.74%

其他 52 33.55%

在学校接受过相关知识教育 92 59.35%

在学术期刊上获得相关知识 62 40%

实习后接受过相关知识的继续教育 56 36.13%

3 讨论

3.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认知情况

70.97% 的护理专业实习生掌握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定

义，仍有 29.03% 的护理专业实习生不知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7.1% 的护理专业实习生不能够认识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

害，超过 20% 的护理专业实习生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

法律法规问题认识模糊。由此可见，护理专业实习生对于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知识认知方面掌握不全，相关专业基础知识教

育水平有待加强。

3.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态度

超过 82% 的护理专业实习生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

感到焦虑与恐惧。恐惧现象是人类对于突发事件、压力的一种

自然生理反应，出现恐惧并非一无是处。恐惧虽说可以使一个

群体涣散，但也可以相应增强群体内部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投射、

幽默、补偿、合理化等都是我们克服恐惧的可取方法 [1]。大家

应该自己主动认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深入了解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相关知识，提高自知力，这样就能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应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超过 97% 的护理专业实习生愿意积极接受

政府部门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由此可见，

大部分的护理专业实习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态度良好，

但仍有 2.58% 的护理专业实习生不确定是否接受政府的统一领

导及指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公共属性，它不仅是一个公

共卫生领域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事件发生时在

事件影响范围内的任何人都有可能因此受到严重伤害，涉及多

产业多系统多部门，因此需要各级政府统筹兼顾、科学决策 [2]。

95.49% 的护理专业实习生在疫情暴发时，愿意减少外出，尽己

之力控制疫情持续发展，这也是他们接受政府部门统一领导及

指挥的积极态度表现。92.9% 的护理专业实习生在疑似感染传

染性疫病时，愿意接受医疗隔离，但仍有 7.19% 的护理专业实

习生不确定是否愿意接受隔离。当出现疑似传染性疫病症状时，

仍有 7.19% 不确定是否及时到相应专科医院进行就诊。由此可

见，护理专业实习生的隔离及及时就诊相关自我防范意识还有

待加强。7.74% 的护理专业实习生不确定是否需要配备各种防

灾应急用品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说明部分护理专

业实习生仍然不能认识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严重性。因此，

加强护理专业实习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培训是十分

有必要的。92.26% 的护理专业实习生愿意向居民、亲戚及朋友

宣传传染性疫病防治知识，说明他们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

基本的防范意识，并且愿意尽力加强周边人群的防范意识。

3.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行为

5.16% 的护理专业实习生较少积极主动关注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发展状况，3.23% 的护理专业实习生较少给予家属指导

如何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58% 的护理专业实习生较

少关注传染性疫病患者的病情发展。护理专业实习生对于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应对行为远远不够，需要政府、社会、学

校等共同加强相关技能培训，提高学生的应急能力。

3.4 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

2003 年我国颁布了首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条例》，

为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提供了预警机制与法律框架 [3]。政府及其

相关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与应急

处理办法，认真制定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各项应急预

案。同时，做到信息公开化，以加强人们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准确认知，增强人们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心。学校有

必要积极采取适当的培训方式，加强护理专业实习生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对知识与技能的综合训练，应当尽可能满足护理实

习生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理论培训、应急行为培训、相关

法律法规培训以及相关行为演练，构建和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预警模型。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学校应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相关管理制度，使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

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 [4]。加强社会宣传教育，充

分发挥大众媒体和健康卫生教育培训机构的带头作用，采取多

种宣传形式和教育手段，将防灾应急卫生管理、防病减灾、危

机应急教育知识广泛普及到每家每户及每所学校，倡导践行社

会卫生公德，普及社会科学卫生防病减灾知识，增强广大社会

群众的公共卫生安全意识和自我防病能力 [5-9]。从而有效引导广

大学生形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增强

学生的自我防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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