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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随着我国逐步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立全民学习型社会，高等医学院校成人学历教育已成

为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板块，并具有办学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等特点。接受成人学历教

育的学生有临床实践经验，对补充知识和提升岗位胜任力需求强烈，对知识的认识和选择的目

的性更强。这就对成人学历教育教材的内容适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教材编写在满足人才培养

目标补差教育的基础上，应提升职业技能和岗位胜任力，并适合自学；使学生对知识、技能不

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温故而知新，成为理论、实践均过硬的高素质人才。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为更好地配合教育部新时期继续医学教育改革、服务于成人学历教

育、探索教材建设新模式，在对高校继续医学教育广泛、系统的教学和课程调研后，启动了

“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成人学历教育（专升本、专科层次）规划教材”的组织编写工作，并得到

了全国众多院校的积极响应，一大批多年从事医学成人学历教育的优秀作者参与了本套教材的

编写工作，其中很多作者具有临床工作经验。首批规划了 36 种教材，其中医学基础课教材 9

种（供临床、护理、药学、检验、影像等专业用），护理学专业教材 27 种（专升本 17 种，专

科 10 种）。经教材编审委员会研讨、主编人会议集体讨论确定了整套教材的指导思想和编写

特色，为保证教材质量、服务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套教材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找准教材定位　以“三基、五性、三特定”为基础，减少学科间的内容重复，优化编

排体例。精选适合成人学历教育的内容，夯实基础知识，与临床接轨，基础密切联系临床，兼

顾创新性培养和学科进展。

2．适应自主学习　结合临床岗位胜任力需求，护理学专业课教材“学习目标”多数采用

“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模式，按“识记、理解、应用”等不同层次列出。章后“小结”简

明、清晰，便于学生归纳总结。“自测题”可供学科考试、执业资格考试及卫生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的应试参考。教材配套有网络学习资源，利于学生立体化学习。

3．渗透情境案例　护理学专业课教材酌情压缩了医疗部分内容，突出护理。以引导式、

递进式案例模拟临床护理情境，与教材内容、临床实践深度整合，提升学生系统性的临床

思维。

4．扩展知识阅读　恰当处理新知识新进展，加入“知识链接”，展现新理论、新技术，

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有效达到知识更新与交融、激发进一步学习兴趣的目的。

本套教材得到了全国 40 余所高校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凝聚了众多作者多年教学的精

华和心血，于 2015 年陆续出版。在此对各有关高校和全体作者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希望广大师生多提宝贵意见、反馈使用信息。您对本套教材有任何建议或意见，请发送

e-mail 至：textbook@163.com，以期在教材修订时进一步改进、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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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1 年，护理学在我国学科目录中成为一级学科，这是护理学科发展前所未有的机遇与

挑战。学科发展有赖于学科人才队伍的建设和科学研究的开展，目前越来越多的临床护士通过

护理继续教育提升学历并加入到了护理科学研究的队伍中，如何引导临床优秀护士进行科学研

究是推进学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本教材基于护理学继续教育学生已有一定临床工作经验的特点，着眼于如何从临床护理工

作中发现问题并转化为科研选题、进行规范的科研设计及实施等方面组织和编排教学内容。本

教材共分十三章，其知识体系涵盖四大部分：其一为量性研究的各个环节，即科研问题的确

立、文献检索和利用、研究设计、抽样过程、研究工具性能的测定、资料收集和分析的方法、

护理论文的撰写等内容；其二是具有不同哲学基础的质性研究，以拓宽学生的研究视野；其三

则提供了循证护理的相关内容，旨在促进循证护理的理念和方法在护理实践中的正确运用；其

四为科研项目的申报与管理，旨在为专升本学生进一步提供科研项目申请书的撰写、申请过程

及其管理等相关信息，以提升护士的科研能力。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严格遵循教材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原则，注重突出护理继续教

育学生的特点，每一章节都以一个实际案例为主线，逐层介绍科学研究的过程；采用递进式案

例，并辅以其他小案例，通俗易懂地剖析护理科研的规则。同时，每章均有相应的知识链接、

小结和自测练习，供有能力的学生获得更多的参考和测评，旨在引导优秀临床护士进入研究领

域和开展护理研究提供科学的依据。

本教材主要用于护理学专业继续教育专升本教学，也可作为不同层次临床护理人员的课外

自学资料，以指导临床护理研究的开展。本书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多位教师的指导，包括北京大

学医学出版社的陈奋、张立峰编辑，上海交通大学钱艳和同济大学蒋金护理研究生，还有各位

编者所在学院教师和学生的大力支持，在此，向他们对本教材及护理教学的支持，表示由衷的

感谢！ 

鉴于编者的能力和水平，本教材虽经反复修正和讨论，但难免存在不足或疏漏之处，希望

各兄弟院校师生多加指正！同时，我们更愿以本书为契机，与各位同道共同探索护理研究的发

展趋势，展望未来，以更好更快地推动我国护理学科的可持续性发展。

章雅青　马小琴

2015 年 3 月　

2014 年 11 月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一节 护理研究的概述 …………… 2

一、科学和科学研究的概念 ……… 2

二、护理研究的概念 ……………… 3

第二节 护理研究的发展 …………… 4

一、 护理研究发展的历史 …………… 4

二、护理研究的发展趋势 ………… 6

第三节 护理研究的基本步骤 ……… 7

一、护理研究的准备阶段 ………… 7

二、研究的实施阶段 ……………… 9

三、研究结果的总结与应用 ……… 10

第四节 护理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 11

一、医学伦理原则的发展 ………… 11

二、护理研究中应遵循的伦理原则 … 11

三、护理研究中的伦理审查 ……… 14

四、护理研究中常见的不端行为

 问题 …………………………… 15

第二章 选题  …………………… 23
第一节 选题的基本概念 …………… 23

一、选题的基本概念 ……………… 23

二、选题的基本原则 ……………… 24

第二节 研究问题的来源 …………… 24

一、从临床实践中选题 …………… 24

二、从相关文献中选题 …………… 26

三、招标范围中选题 ……………… 27

四、其他选题来源 ………………… 27

第三节　选题的程序 ………………… 28

一、提出问题   ……………………… 28

二、查阅文献 ……………………… 28

三、建立假设 ……………………… 29

四、明确研究问题 ………………… 30

五、确定选题 ……………………… 30

第三章 文献检索与利用  ……… 33
第一节 概述 ………………………… 33

一、文献的类型 …………………… 33

二、文献检索及检索工具 ………… 34

三、文献检索的方法、途径和

 步骤 …………………………… 35

第二节 常用医学文献数据库 ……… 38

一、中文医学文献数据库 ………… 38

二、英文医学文献数据库 ………… 41

三、其他电子资源 ………………… 43

第三节 文献整理与运用 …………… 44

一、文献的分类、整理和选择 …… 44

二、文献阅读方法 ………………… 45

三、做好文献摘录 ………………… 45

四、文献管理软件的使用 ………… 46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50
第一节 概述 ………………………… 50

一、研究设计的内容 ……………… 50

二、常见护理研究的类型 ………… 53

第二节 实验性研究 ………………… 54

一、实验性研究的特点 …………… 54

二、实验性研究的设计类型 ……… 55

三、实验性研究的优点和局限性 … 57

目  录



2 目   录

第三节 类实验性研究 ……………… 57

一、类实验性研究的特点 ………… 57

二、类实验性研究的设计类型 …… 57

三、类实验性研究的优点和局限性

  ………………………………… 59

第四节 非实验性研究 ……………… 59

一、非实验性研究的特点 ………… 59

二、非实验性研究的设计类型 …… 60

三、非实验性研究的优点和局限性 … 66

第五章 抽样过程  ……………… 69
第一节 与抽样相关的概念 ………… 69

一、总体 …………………………… 69

二、样本 …………………………… 70

三、误差 …………………………… 70

第二节 抽样方法（量性） …………… 72

一、概率抽样 ……………………… 72

二、非概率抽样 …………………… 74

第三节 确定样本量 ………………… 75

一、估计样本量的参数 …………… 75

二、确定样本量的方法 …………… 75

三、确定样本量的注意事项 ……… 77

第六章 资料收集的方法  ……… 80
第一节 资料收集前的准备阶段 …… 81

一、资料的类型 …………………… 81

二、资料的来源 …………………… 81

三、常用的资料收集方法 ………… 81

四、设计收集资料方案前应考虑的

 问题 …………………………… 81

第二节 问卷法 ……………………… 82

一、编制问卷 ……………………… 82

二、问卷的发放方式 ……………… 89

三、问卷法的优缺点 ……………… 90

第三节 生物医学测量法及其他

   方法 ………………………… 90

一、生物医学测量法 ……………… 90

二、档案记录收集法 ……………… 91

三、德尔菲法 ……………………… 92

第七章 研究工具性能的测定  … 100
第一节 信度 ……………………… 101

一、信度的概念 ………………… 101

二、信度的测定方法 …………… 101

三、信度的评价与报告 ………… 105

第二节 效度 ……………………… 106

一、效度的概念 ………………… 106

二、效度的测定方法 …………… 107

第三节 国外量表的应用过程 …… 110

一、翻译 ………………………… 110

二、量表的文化调适与预试验 … 111

三、测量源量表与中文版量表的

 等同性 ……………………… 112

第八章 科研资料的分析  ……… 114
第一节 科研资料的整理 ………… 114

一、资料整理概述 ……………… 114

二、建立数据库 ………………… 117

第二节 科研资料的统计分析 …… 118

一、科研资料的类型 …………… 119

二、计量资料的统计分析 ……… 119

三、计数资料的统计分析 ……… 132

四、直线相关与回归 …………… 142

五、统计表和统计图 …………… 149

第九章 影响科研质量的相关

   因素  …………………… 156
第一节 偏倚 ……………………… 157



目  录 3

一、偏倚的基本概念 …………… 157

二、偏倚的类型 ………………… 157

三、偏倚的控制方法 …………… 163

第二节 机遇 ……………………… 166

一、机遇的概述 ………………… 166

二、机遇与偏倚的关系 ………… 167

第三节 依从性 …………………… 168

一、依从性的概述 ……………… 168

二、不依从的原因及表现 ……… 168

三、依从性的衡量方法 ………… 169

四、改善依从性的方法 ………… 170

五、不依从资料的处理 ………… 170

第四节 研究的真实性 …………… 171

一、内部真实性 ………………… 171

二、外部真实性 ………………… 171

三、内部真实性与外部真实性的

 关系 ………………………… 171

第十章 护理论文的撰写  ……… 174
第一节 综述性论文的撰写 ……… 174

一、概述 ………………………… 174

二、写作步骤 …………………… 175

三、写作格式和内容 …………… 177

四、写作要求 …………………… 184

第二节 经验性论文的撰写 ……… 184

一、概述 ………………………… 184

二、写作步骤和要求 …………… 185

三、写作格式和内容 …………… 186

第三节 个案性论文的撰写 ……… 192

一、概述 ………………………… 192

二、写作步骤和要求 …………… 194

三、写作格式和内容 …………… 195

第四节 研究性论文的撰写 ……… 200

一、文题 ………………………… 200

二、作者署名和单位 …………… 201

三、摘要和关键词 ……………… 201

四、正文 ………………………… 202

五、参考文献 …………………… 207

第十一章 质性研究  …………… 210
第一节 概述 ……………………… 210

一、质性研究的概念 …………… 211

二、质性研究的哲学基础 ……… 211

三、质性研究和量性研究的区别 … 211

四、质性研究选题的特征 ……… 212

第二节 质性研究的方法 ………… 212

一、质性研究在护理研究领域中的

 应用 ………………………… 212

二、质性研究的方法学分类 …… 213

第三节 质性研究的抽样方法 …… 214

一、目的抽样 …………………… 214

二、滚雪球抽样 ………………… 214

三、理论抽样 …………………… 214

第四节 资料收集方法 …………… 214

一、访谈法 ……………………… 214

二、观察法 ……………………… 215

第五节 质性资料的整理和分析 … 216

一、质性资料的整理方法 ……… 216

二、质性资料的分析方法 ……… 217

三、质性研究的质量控制方法 … 218

第六节 质性研究论文的撰写 …… 219

一、写作格式和内容 …………… 219

二、论文实例分析 ……………… 219

第十二章 科研项目的申报与  … 223

    管理…………………… 223
第一节 科研项目的类型与管理 …… 224

一、基本概念 …………………… 224



4 目   录

二、课题的分类及管理 ………… 224

三、科研基金的类型 …………… 225

四、科研项目的过程管理 ……… 226

五、科研经费管理 ……………… 228

六、临床试验注册及伦理审核

 管理 ………………………… 229

第二节 科研项目申请书的撰写 … 229

一、基本概念 …………………… 230

二、作用 ………………………… 230

三、写作格式和内容 …………… 230

四、科研项目申请书评审要点 … 232

第三节 开题报告的书写 ………… 232

一、封面和简表 ………………… 233

二、课题的来源、选题的依据及

 研究意义 …………………… 233

三、课题设计方案 ……………… 233

四、课题总体安排、计划进度、

 预期进展和结果 …………… 234

五、课题的创新点以及关键技术，

 可能遇到的难点和解决方法 …234

六、完成本项研究课题已具备的

 条件 ………………………… 234

七、预试验情况 ………………… 234

附：开题报告摘录举例 ………… 234

第十三章 循证护理  …………… 239
第一节 循证护理概述 …………… 239

一、循证护理的起源 …………… 240

二、循证护理的概念 …………… 240

三、循证护理实践的基本步骤 ……241

第二节 循证资源及检索方法 …… 241

一、循证资源的类别 …………… 242

二、循证资源的检索 …………… 245

第三节 证据的分级与评价 ……… 249

一、证据的分级 ………………… 249

二、文献质量评价 ……………… 250

第四节 循证个案论文 …………… 252

一、写作格式 …………………… 253

二、常见问题 …………………… 256

自测题参考答案  ………………… 260

中英文专业词汇索引  …………… 271

主要参考文献  …………………… 275


	护理研究文前-专升本_部分1
	护理研究文前-专升本_部分2
	护理研究文前-专升本_部分3
	护理研究文前-专升本_部分4
	护理研究文前-专升本_部分5
	护理研究文前-专升本_部分6
	护理研究文前-专升本_部分7
	护理研究文前-专升本_部分9
	护理研究文前-专升本_部分10
	护理研究文前-专升本_部分11
	护理研究文前-专升本_部分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