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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构建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考核指标体系，为 各 护 理 院 校 护 理 硕 士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培 养 方 案 的 制 定 提 供 一 定 的 参

考依据。［方法］运用德尔菲法选取１１个省市、地区４５名护理教育、护理管理和临床护理等方面专家进行两轮专家函询，之后用层

次分析法建立层次结构模型，构建判断矩阵并计算各级指标的权重，依据权重赋予学分值。［结果］思想道德素质考核共３学分；理

论知识考核共２５学分（必修课１７学分，选修课８学分）；临床实践综合能力考核共１２学分。［结论］形成一级指标３项，二级指标１３
项的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考核指标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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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研 究 生 教 育 是 高 等 护 理 教 育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它是培养高级护理管理、教学、科研及临床人才的

主要渠道［１］。尽管 我 国 自 护 理 研 究 生 教 育 开 展 的２０
多年来，在护理各个领域造就了一大批高级护理人才，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护理研究生教育还处于稚嫩

期［２－３］。近几年来，随着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招

生，各个院校的培养方案不尽相同，对研究生的考核尚

无统一完善的体系。我国近几年来就增设护理硕士专

业学位的必要性，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具备的

核心能力，课程设置，临床能力考评和培养方案等方面

进行了研究［４－８］。然而培养的研究生质量如何保证，研
究生的考核指标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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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首先运用德尔菲法进行两轮专家函询，初

步形成一级指标３项，二级指标１３项的护理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考核指标评价体系，然后用层次分析法构

建判断矩阵，两两比较计算各级指标权重。

１．１　德尔菲法

１．１．１　成立专家预测小组　首先成立５人专家预测领

导小组，其中正教授２名，副教授１名，在读护理硕士

研究生２名。该小组成员的正教授和副教授均是护理

教育、护理管理、临床护理领域工作２０年以上的专家，
具有丰 富 的 护 理 教 育 及 管 理 经 验，能 熟 练 应 用 德 尔

菲技术，并 对 该 课 题 具 有 正 确 的 预 测、评 价 和 分 析 的

能力。

１．１．２　拟定 专 家 函 询 问 卷　通 过 查 阅 国 内 外 相 关 文

献，结合相关政策文件和部分护理院校护理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 方 案，经 专 家 预 测 小 组 讨 论，形 成 问 卷 雏

形。选择１０名专家进行预调查，对问卷进行分析和修

改后，最终形成正式问卷。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

为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考核指标咨询表，包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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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指标３项，二级指标１３项；采用Ｌｉｋｅｒｔ法，按其重要

程度分为很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很不重要５个等

级，分别赋值５分、４分、３分、２分、１分，根据其重要性

等级在相应的空格处打“√”，并设有修改意见栏和需

补充项目栏，专家可对条目进行修改、补充和删减；第

二部分专家情况调查表，包括社会人口学资料、专家对

研究问题的熟悉程度和判断依据调查表，以了解专家

权威程度。

１．１．３　选择函询 专 家　根 据Ｄｅｌｐｈｉ法 专 家 选 择 的 要

求，遵循函询专家知情同意和自愿参与原则进行专家

选择，综合考虑专家的广泛性和代表性，选取北京、上

海、山东、河北等１１个省市、地区的护理院校和临床医

院的 护 理 教 育、护 理 管 理 和 临 床 护 理 等 方 面 专 家４５
名。专家在其研究领域从事工作１０年以上，具有本科

及以上学历或高级职称，比较深入地了解本研究的发

展历史及发展方向。

１．１．４　进行 专 家 函 询　函 询 表 的 发 放 采 用 电 子 邮 件

以及当面发放的方式进行。第１轮专家函询结束 后，
将统计分析的结论与专家预测小组分析讨论，形成第

２轮专家函询问卷，进行第２轮专家函询。

１．１．５　拟定指标筛选标准　筛选标准：本研究筛选标

准是以同时满足重要性程度赋值均数＞４．０分、变异系

数＜２５％作为第２轮问卷的基本标准［９］。

１．２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是美国科学家萨蒂Ｔ．
Ｌ．Ｓａａｔｙ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提出的一种评价方法。护

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各级考核指标的重要性不同，
因此，不能将 专 家 的 评 分 简 单 相 加 来 判 断 其 重 要 性。
因此，本部分采用层次分析法来计算各级指标的权重。
本研究中经过两轮专家函询，共形成一级指标３项、二
级指标１３项。接下来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层次结构 模

型，构建判断矩阵，计算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在本

课题前期研究基础上依据权重赋予各级指标学分值。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Ｅｘｃｅｌ、ＳＰＳＳ　１８．０统计软件建

立数据 库，对 数 据 进 行 录 入、整 理 和 分 析，采 用 率、均

数、标准差、变异系数、权重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专家的权 威 性　专 家 权 威 性 一 般 由 专 家 本 身 的

学术水平、专家 对 函 询 问 题 的 判 断 依 据 和 熟 悉 程 度３
个因素决定，即专家学术水平权ｑ１、判断依据权ｑ２ 和

熟悉程度权ｑ３，从这３个方面来衡量专家的权威程度。

４０名专家专家权威系数ｑ值为０．７５～０．９８。根据相关

研究［１０］，一般认为专家权威系数ｑ值≥０．７０有较好的

信度［１１］。

２．２　专家的积极系数　第１轮、第２轮的专家积极系

数分别是８８．８９％和１００．００％。

２．３　专家函询结果

２．３．１　德尔菲法第２轮专家函询结果（见表２）
表２　各级指标重要性评分、变异系数

　　指标 重要性评分（ｘ±ｓ） 变异系数

思想道德素质（Ａ１） ４．５７５±０．５５０　 ０．１２０
遵纪守法与劳动纪律（Ｂ１） ４．４００±０．７０９　 ０．１６１
职业道德（Ｂ２） ４．７２５±０．５０６　 ０．１０７
敬业精神与工作责任心（Ｂ３） ４．７００±０．５６４　 ０．１２０
团结协作与人际关系（Ｂ４） ４．５５０±０．７１３　 ０．１５７
理论知识考核（Ａ２） ４．６７５±０．５２６　 ０．１１２
基础课（Ｂ５） ４．５９４±０．６７８　 ０．１４８
人文社科类（Ｂ６） ４．５７５±０．５０１　 ０．１０９
科研方法类（Ｂ７） ４．２５０±０．７４２　 ０．１７５
专业课（Ｂ８） ４．７００±０．５１６　 ０．１１０
其他（讲座、学术活动）（Ｂ９） ４．０５０±０．７１４　 ０．１７６
临床实践考核（Ａ３） ４．８００±０．４６４　 ０．０９７
教学能力（Ｂ１０） ４．４２５±０．６６２　 ０．１５０
科研能力（Ｂ１１） ４．４７５±０．７１６　 ０．１６０
管理能力（Ｂ１２） ４．４２５±０．７１２　 ０．１６１
技能操作（Ｂ１３） ４．８５０±０．４２７　 ０．０８８

２．３．２　层次分析法函询结果　经过两轮专家函询，专

家意见趋于一致，共３项一级指标和１３项二级指标。
通过专家打分，分别对不同层次的指标进行两两比较，
来确定各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比较结果按５等９级

法量化，采用１～９标度法表示，构建为两两比较判断

矩阵，然后计算权重，进行一致性检验。依据各级指标

权重和重要程度赋予学分。本研究在前期研究工作基

础上，以总学分４０学分为例依据权重对各项指标进行

分配，最终形成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考核指标初

步方案。

２．３．２．１　构建判断矩阵　统计专家评分结果，由于在

本研究中专家权威程度相当，所以以算术平均数进行

结果统计，形成判断矩阵。构建判断矩阵时，因两两比

较中两种因素的关系是互为倒数，故在本研究中均采

用 重 要 程 度 较 大 因 素 的 均 数，另 一 因 素 为 该 因 素 的

倒数。

２．３．２．２　权重计算　以矩阵Ａ（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考核指标）为例，计算结果如下：

　　Ｗ’Ａ１＝
３
槡１．０００　０×０．１１４　９×０．２６３　２＝０．３１１　６，

同理，Ｗ’Ａ２＝２．５９１　３，Ｗ’Ａ３＝１．２３８　６，

　　ＷＡ１＝
０．３１１　６

０．３１１　６＋２．５９１　３＋１．２３８　６
＝０．０７５　２，

同理其他指标计算结果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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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各级指标权重计算结果

一级指标［权重系数（学分）］ 二级指标 权重系数（Ｗ） 组合权重（Ｃ） 学分

思想道德素质［０．０７５　２（３学分）］ 遵纪守法与劳动纪律 ０．３２９　２　 ０．０２４　８　 １
职业道德 ０．３３１　８　 ０．０２５　０　 １
团结协作与人际关系 ０．３３９　０　 ０．０２５　５　 １

理论知识考核［０．６２５　７（２５学分）］ 人文社科类 ０．２９４　２　 ０．１８４　１　 ５
科研方法类 ０．１１７　９　 ０．０７３　８　 ２
基础课 ０．２３５　０　 ０．１４７　０　 ４
专业课 ０．２９４　１　 ０．１８４　０　 ５
其他（讲座、学术活动） ０．０５８　８　 ０．０３６　８　 １

临床实践综合能力考核［０．２９９　１（１２学分）］ 教学能力 ０．０８２　２　 ０．０２４　６　 １
管理能力 ０．１２６　１　 ０．０３７　７　 ０．５
科研能力 ０．０４２　２　 ０．０１２　６　 １．５
临床护理能力训练 ０．５０３　４　 ０．１５０　６　 ６
临床护理能力考核 ０．２２６　１　 ０．０７３　６　 ３

　　注：① 一级指标学分计算，思想道德素质０．０７５　２×４０≈３；二级指标计算，遵纪守法与劳动纪律０．３２９　２×３≈１，以上学分计算结果是四舍五
入所得。②由于选修课的不确定性，理论知识考核部分条目下的五项二级指标的学分均为必修课。③遵纪守法与劳动纪律组合 权 重＝
０．０７５　２×０．３２９　２＝０．０２４　８

２．３．２．３　一致性检验　以 矩 阵 Ａ１为 例，计 算 最 大 特

征根（λｍａｘ）、一致性指标（ＣＩ）、一致性比率（ＣＲ）结果如

下：

　　同理，其他指标计算结果见表５。
表５　一致性检验结果表

考核指标 λｍａｘ ＣＩ　 ＣＲ

Ａ　 ３．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８
Ａ１　 ３．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２
Ａ２　 ５．２００　９　 ０．０５０　２　 ０．０４４　９
Ａ３　 ５．０００　７　 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００　１

　　表５结 果 显 示，各 项 指 标 的ＣＩ和ＣＲ值 均＜
０．１０，说明计算得出的权重系数符合逻辑，即计算的各

项权重可以接受，各判断矩阵具有满意度一致性，各项

权重判断无逻辑错误，通过一致性检验，结果可信。

３　讨论

３．１　加强学生 思 想 道 德 素 质 建 设　思 想 道 德 素 质 是

指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通过个体自

身的认识和社会实践，在政治倾向、理想信仰、思想观

念、道德情操等方面养成的较稳定的品质。思想道 德

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思想道德素质

在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考核指标中所占的权重是

０．０７５　２，所占学分是３学分。该结果与陈媛等［１２］研究

结果一致。

３．２　理论知识 要 凸 显 专 业 特 色　理 论 知 识 是 临 床 实

践的基础，没 有 扎 实 的 理 论 知 识，临 床 实 践 就 等 于 是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相 关 研 究 表 明，不 管 是“科 研

型”还是“临床型”护理硕士研究生，专业知识都是最重

要的，这不仅是专业本身的要求，也是进一步提供护理

科研、教育、管 理 的 前 提［１３］。在 澳 大 利 亚 的 护 理 研 究

生课程设置中，将理论课与实践课进行结合，理论课与

临床实践课比例为２∶１［１４］。
本研究中，专业课和人文社科类组合权重均较高，

说明专业课是培养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实践

能力的基础，应加强学生专业知识的培养。同时，人文

社科类知识越来越受到专家的重视。澳大利亚护理研

究生课程设置中人文学科占到了全部课 程 的１／３［１５］。
袁长蓉［１６］认为 我 们 以 往 的 研 究 生 教 育 偏 重 于 智 力 的

培养，对职业态度和伦理道德教育力度不够，课程设置

应更加人文化。相关研究证明评判性思维、循证 护 理

等课程能提高学生处理临床问题的能力［１７－１８］。

３．３　理论与实践并重，突出专业实践能力　临床实践

能力是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具备的最基本、
最重要的核心能力。高素质、专家型护理人才是 培 养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最终目的，在强调临床护

理实践的同时，仍要以理论知识作为坚强后盾，因为我

们要培养的是能够解决疑难问题的、专家型护理人才，
而不仅仅是技能型人才。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培养，在注重思想道德素质考核的同时，更应注重学生

系统的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综合能力的考核。

４　小结

　　本研究经过两轮专家函询，形成一级指标３项、二
级指标１３项的考核方案：思想道德素质考核３学分：
遵纪守法与劳动纪律１学分、职业道德１学分和团结

协作与人际关系１学分；理论知识考核２５学分：必修

课１７学分，选修课８学分；临床实践综合能力考核１２
学分：教学能力１学分、科研能力１．５学分、管 理 能 力

０．５学分、临床护理能力训练６学分、临床护理能力考

核３学分。为各护理院校培养方案的制定提供一定的

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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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肿瘤护理质性研究文献计量学分析
郑晓娜，强万敏，李　莉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Ｚｈｅｎｇ　Ｘｉａｏｎａ，Ｑｉａｎｇ　Ｗａｎｍｉｎ，Ｌｉ　Ｌｉ（Ｔｉａｎｊ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１９３Ｃｈｉｎａ）

摘要：［目的］分析我国肿瘤护理质性研究现状和发展状况为肿瘤护理质性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方法］通过中国期刊全文

数据库（ＣＮＫＩ），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和万方学术论文数据库检索自建库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有关肿瘤护理质性研究的文献并进行

计量学分析。［结果］纳入符合标准的文献２１４篇，文献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文献期刊分布集中于护理专业期刊（１６６篇，７７．５７％）；文
献主要来源于上海、北京、江苏等经济 发 达 地 区；１６９篇（７８．９７％）文 献 来 自 医 院 机 构；基 金 论 文 占２９．９０％；病 人 为 主 要 研 究 对 象

（１５０篇，７０．０９％）；研究疾病种类主要是乳腺癌５０篇（２３．３６％）、白血病１６篇（７．４８％）；１７１篇（７９．９１％）文献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
２０６篇（９６．２６％）文献使用访谈法收集资料。［结论］我国肿瘤 护 理 质 性 研 究 日 益 受 到 重 视，但 在 质 性 研 究 方 法、质 性 研 究 与 量 性 研

究联合使用、研究病种等方面仍有不足之处，文献质量有待提高，需要进一步探索。
关键词：肿瘤；护理；质性研究；文献计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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