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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本科院校实习护士对老年吞咽障碍的认知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武汉市3所三级甲等医

院本科院校实习护士进行问卷调查，采用自行编制的实习护士老年吞咽障碍认知问卷进行调查。结果 共发放问卷327份，回收

有效问卷 310份，问卷回收率为 95.11%。老年吞咽障碍的认知得分在 23~45分，平均（37.42±7.09）分，优良率为 77.74%（241/
310）。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实习护士年级、轮转相关科室、相关培训是本科实习护士对老年吞咽障碍总体认知得分的独立

影响因素（R2=0.262；P<0.001）。结论 本科院校实习护士老年吞咽障碍的整体认知水平良好，但仍有待提高。院校及临床护理

管理者、教育者应加强本科实习护士老年吞咽障碍的相关培训，进一步提升本科实习护士对老年吞咽障碍的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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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院校实习护士对老年吞咽障碍的认知现状及其
影响因素

刘 雯 付 俊 于海容 戴晓婧

吞咽障碍指多种原因所致的口咽部及食管结构

与功能异常，常引起营养不良、脱水、呼吸道感染、吸

入性肺炎等并发症[1]。据统计，我国社区老年人群吞

咽障碍患病率达 13.9%，养护机构达 26.4%[2]。护理

人员对吞咽障碍相关知识的认知能力影响老年病人

吞咽障碍的筛查和管理水平[3]。本文探讨本科院校

实习护士对老年吞咽障碍的认知现状及其影响因

素，以期为院校及临床开展相关护理教育、护理管理

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武汉市3所三级甲等医院本科院

校实习护士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①全日制本

科护理学专业；②处于临床实习期，实习时间≥3个

月；③知情同意，自愿参与研究。排除标准：调查期

间不在岗，无法填写调查问卷。

1.2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年龄、性别、

年级、轮转科室、实习期接受吞咽障碍相关培训次数

等，共 5个条目。②实习护士老年吞咽障碍认知问

卷：由研究者参照吞咽障碍相关专家共识编制[1，3，4，5]，

共收集100个有关老年吞咽障碍疾病和护理要点的

问题，邀请3名专家（老年护理方向教授1名、老年科

副主任护师 2名）对每个问题的相关性和适用性进

行审核和修改。经过专家审核，最终形成 3个维度

（临床体征、影响因素、护理管理）、45个条目的调查

问卷。问卷全部为单项选择题，回答正确计1分，回

答错误或无法判断计 0分。得分越高，吞咽障碍相

关知识掌握情况越好。总分45分，0~35分为差，35~
39为良好，40~45为优秀。该问卷各维度的 Cron⁃
bach's在0.623~0.822。
1.3 调查方法 采用电子问卷调查，问卷发放时说明

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并要求填写知情同意书。问卷

所有题目均为必答题，每个 IP地址只能提交1次，提

交问卷时间需大于 300 s，规律作答视为无效，以保

证所得数据可靠。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5.0软件分析；计数资料

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用 x±s描述，采用 t检验；采用

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相关性；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实习护生老年吞咽障碍认知的影响因素；检验水

准α=0.05。
2 结 果

2.1 问卷回收率 共发放问卷 327份，回收有效问卷

310份，问卷回收率为95.11%。

2.2 本科院校实习护士对老年吞咽障碍的认知现状

本科院校实习护士对老年吞咽障碍的认知得分在

23~45 分，平均（37.42±7.09）分，优良率为 77.74%
（241/310）。临床体征维度得分、影响因素维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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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护理管理维度得分见表1。
2.3 老年吞咽障碍认知得分的影响因素 单因素分

析显示实习护士年级、轮转相关科室、相关培训与三

个认知维度得分相关（P<0.05；表2）。以本科实习护

士对老年吞咽障碍总体认知得分为因变量，以年级

（赋值：三年级=1，四年级=2）、是否轮转相关科室（赋

值：是=1，否=2）、培训次数（赋值：“0”=1，“1~2”=2，
“3~4”=3，“≥5”=4）为自变量进入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实习护士学习时间、轮转相关科室、相

关培训是本科实习护士对老年吞咽障碍总体认知得

分的独立影响因素（R2=0.262；P<0.001；表3）。

3 讨 论

3.1 本科实习护士对老年吞咽障碍的整体认知水平

良好 本文结果显示本科院校实习护士对老年吞咽

障碍的认知水平良好。分析原因：近年来，随着老年

人口增多，吞咽障碍作为老年综合征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护理教育者对吞咽障碍的重视度逐渐提升
[6]。虽然护士生在进入临床实习前能够在《老年护理

学》等课程中学习到一定的吞咽障碍相关知识，但课

程教学中吞咽障碍内容有限且未作为授课重点，临

床教学常以基本技能培训为主，多数护士生在实习

期没有接受过老年吞咽障碍相关培训，对其了解仍

不够全面。科学有效地评估老年吞咽障碍已成为管

理老年群体的关键步骤[7]，而临床继续教育受日常工

作和人力资源的限制，学习和培训的投入效率较低
[8]。因此，院校及临床护理教育者、管理者需要加强

实习护士对老年吞咽障碍的识别及管理能力的培

训，使实习护士尽早接触到相关知识和技能[9]，以便

影响因素

性别

年级

轮转相关科室

接受相关培训次

数

女

男

t值/P值

大三

大四

t值/P值

是

否

t值/P值

0
1~2次
3~4次
≥5次

F值/P值

问卷数量（份）

248
62

79
231

98
212

178
52
62
18

得分项目（分）

临床体征

12.02±3.99
12.10±3.50
-0.131/0.460

10.62±3.12
12.52±4.02
3.830/0.096

14.14±1.74
11.02±4.23

-6.940/<0.001

10.97±4.42
13.86±2.02
13.56±2.44
14.83±0.383
12.231/<0.001

影响因素

12.71±3.02
12.85±2.44
-0.360/0.190

11.58±3.59
13.13±2.53
4.185/<0.001

13.11±2.39
12.56±3.13
-1.299/0.008

12.64±2.82
9.92±3.90
14.19±1.80
15.00±0.00

18.742/<0.001

护理管理

12.64±3.07
12.68±2.80
-0.094/0.543

11.15±3.07
13.16±2.82
5.328/0.063

13.29±2.50
12.33±3.19

-3.160/<0.001

12.45±3.29
10.54±3.24
13.23±2.88
15.00±0.00
9.703/<0.001

总分（分）

37.37±7.32
37.63±6.14
-0.260/0.046

33.35±6.21
38.81±6.84
6.262/0.012

40.53±5.52
35.91±7.27
-5.679/0.004

36.06±7.20
34.32±7.07
40.98±5.89
44.83±0.38

19.457/<0.001

表2 本科院校实习护士老年吞咽障碍认知得分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常量

年级

轮转相关科室

接受相关培训次数

回归系数

43.528
4.302
-2.885
2.365

标准误

1.627
0.839
0.784
0.360

标准回归系数

-
-0.265
-0.191
0.324

t值

26.755
-5.128
-3.682
6.568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表3 本科院校实习护士老年吞咽障碍认知得分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得分项目

临床体征

影响因素

护理管理

总分

得分（分）

6~15
5~15
7~15
23~45

平均得分（分）

12.04±3.90
12.74±2.91
12.65±3.01
37.42±7.09

条目正确率（%）

80.26
84.93
84.33
83.16

表1 本科院校实习护士老年吞咽障碍认知得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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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更迅速、更专业的投入到临床及社区工作，及时

发现老年人群吞咽障碍的相关护理问题。

3.2 本科实习护士对老年吞咽障碍认知得分的情况

分析 本文结果显示，实习护士在临床体征、影响因

素、护理管理三个维度得分相近，均处于良好水平，

其中临床体征维度正确率相对较低，间接反映实习

护士对吞咽障碍的临床接触度较低、临床辨识能力

不高。另外，本文结果还显示，不同年级护士的影响

因素维度认知得分差异较大，可能与高年级护士学

习时间更长、学习内容更广等有关。老年吞咽障碍

的影响因素复杂，与多种共病和不良预后有关，极易

引起认知缺失和误解 [10]，提示护理教育者应加强影

响因素方面的教学关注度。本文发现，轮转过相关

科室实习护士在各个维度得分均明显高于没有相关

经历的护士，可能与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老年科、康

复科吞咽障碍病人较多，对各维度的相关知识均有

所接触有关。这提示相关科室的轮转有助于提高实

习护士对于吞咽障碍的关注度。另外，接受相关培

训次数越多的实习护士在各个维度得分越高，提示

吞咽障碍的培训能够提高实习护士对该疾病知识的

关注和学习。

3.3 本科实习护士对老年吞咽障碍认知的影响因素

分析 本文结果显示，影响本科实习护士对老年吞咽

障碍认知的因素包括学习时间、轮转相关科室、相关

培训。年级越高对吞咽障碍认知水平越高，这与相

关知识的接受程度和个人学习水平相关，但各护理

院校实习阶段有所不同，对老年吞咽障碍的学习应

从校园内抓起，缓和高低年级学生对该疾病临床识

别、管理能力的两极分化。拥有相关科室轮转经历

的实习护士对老年吞咽障碍认知的整体水平较高，

可能与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老年科、康复科对于吞

咽障碍的识别、管理更为重视，但限制于狭义的与疾

病相关的吞咽障碍 [11]，而老年群体的吞咽障碍作为

一种复杂的老年综合征，还包括年龄、衰弱、认知及

精神心理因素 [12]，比疾病后导致的吞咽障碍涵盖的

内容更多、人群更广，相关科室的学习可能有局限

性。另外，培训次数与护士老年吞咽障碍认知水平

呈明显正相关。这与孙倩等[8]对护理人员的调查结

果一致。这表明老年吞咽障碍相关培训对临床护理

工作的积极作用，应加强相关护理教育活动的频率。

总之，本科护理实习士的老年吞咽障碍认知水

平良好，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学习时间、轮转科

室、相关培训是本科实习护士对老年吞咽障碍认知

的重要影响因素。我们建议高等护理院校应进一步

重视吞咽障碍这一老年综合征，增加相关教学及培

训频率，提升本科实习护士对老年吞咽障碍的关注

度，在临床带教过程中适时开展本科护士老年吞咽

障碍识别筛查、护理管理的技能培训，将其作为老年

护理教育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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