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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2005 年急诊护理论文作者信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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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近 3 年急诊领域中护理论文发表情况。方法 统计 2003- 2005 年《中华护理杂志》《护士进修杂志》《护

理学杂志》《解放军护理杂志》《南方护理学报》《护理管理杂志》6 种护理期刊急诊护理论文第一作者的学历、职称、职务、发表论文

数、所在省份等信息。 结果 载文作者主要以大专和本科学历为主; 中级职称居多( 58.2%) ; 护理管理者占一定比例( 36.9%) ; 高频

作者较少; 沿海经济较发达省份发表论文比例较高 , 发表率较高的省份是广东、湖北、浙江、山东和上海。 结论 提示大专以上学

历护理人员和护理管理者科研能力较强 , 固定护理科研群体有待形成 , 护理管理者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 , 带领护理人员进行护理

科研工作 , 提高急诊急救护理群体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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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Analys is of Authors Publishing Papers on Emergency Nurs ing during Years 2003 to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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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author’s information of the published papers on emergency nursing. Methods We analyzed

th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first author having published papers in the 6 nursing periodicals including Chinese Journal of Nursing,

Journal of Nursing Training,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 Nursing Journal of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nfang Journal of

Nursing and Journal of Nursing Administration, in respect to their education, professional titles and positions,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and the provinces they work in. Results The authors mainly held the associate degree or bachelor’s degree, most of them

were at intermediate professional title (58.2%). Nursing administrators took the percentage of 36.9% and few were high- frequent au-

thors. The authors working at the provinces along the developed coastal areas took a large proportion, with such provinces or munici-

pality like Guangdong, Hubei, Zhejiang, Shandong and Shanghai accounting for a large proportion. Conclus ion The nurses holding

academic career more than associate degree or above and nursing administrators are powerful in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stable team

of nursing researchers is coming up. The nursing administrators need to make use of their own advantages, leading nurses to the sci-

entific research of nursing so as to improve the holistic quality of nursing groups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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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护理论文是急诊急救领域护理科研成果的

表现形式之一, 是对急诊护理问题的研究及其结果

分析的深入表达和阐述, 护理论文的发表情况不仅

能够反映护理领域的科研成果价值和护理发展水

平, 还可以作为评价该领域护理人员专业素质的重

要依据之一。《中华护理杂志》《护士进修杂志》《护理

学杂志》《解放军护理杂志》《南方护理学报》《护理管

理杂志》均为护理领域的国家核心期刊, 这些期刊上

发表的急诊论文基本能够代表我国急诊急救护理学

科学术水平和学科发展方向, 故其载文第一作者( 以

下称作者) 的情况基本能反映我国急诊急救护理队

伍的专业素质。为了解论文发表作者的知识结构和

职称分布等情况, 笔者对上述 6 种护理期刊 2003-

2005 年发表的急诊急救护理类论文的作者信息进

行统计分析,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选择 2003- 2005 年公开发行的《中华护理杂志》

《护士进修杂志》《护理学杂志》《解放军护理杂志》

《南方护理学报》《护理管理杂志》正刊共 228 期。采

用计算机检索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杂志手工

检索相结合的方法, 以“急诊”、“急救”、“急症”为关

键词进行检索, 通过以护理论文、作者机构和作者信

息相结合进行统计分析。共检索出 287 篇由从事急

诊急救护理工作的护理人员撰写的急诊护理论文。

对 287 篇论文作者的学历、职称、职务、所在省市地

区等内容进行统计。所得资料采用描述性分析。

2 结果

228 期期刊共载急诊急救护理工作者撰写的急

诊论文 287 篇 , 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40.1%, 大专学历

占 44.3%, 中专学历只占 5.9%, 未注明学历占 9.8%

( 见表 1) ; 从职称上看, 中级及以上职称占 65.9%, 护

士只占 1.4%, 未注明职称占 10.8%( 见表 2) ; 从职务

上看, 护士长发表的论文较多, 106 篇占 36.9%; 从论

文撰写的篇数看 , 287 篇文章共有作者 227 人 , 发表

6 篇论文 2 人 , 4 篇 5 人 , 3 篇 6 人 , 2 篇 23 人 , 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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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3- 2005 年 287 篇急诊论文作者学历结构分布( 人)

学历

中专 大专 本科 硕士 不详

中华护理杂志 30 1 17 10 1 1
护士进修杂志 32 4 17 9 0 2
护理学杂志 72 8 36 19 2 7
解放军护理杂志 69 0 18 37 1 13
南方护理学报 44 2 26 12 1 3
护理管理杂志 40 2 13 20 3 2
合计 287 17 127 107 8 28

刊名 篇数

表 2 2003- 2005 年 287 篇急诊论文作者职称结构( 人)

职称

护士 护师 主管护师 副主任护师及以上 不详

中华护理杂志 30 0 8 17 2 3
护士进修杂志 32 1 7 20 2 2
护理学杂志 72 1 16 44 4 7
解放军护理杂志 69 1 9 36 10 13
南方护理学报 44 0 16 24 1 3
护理管理杂志 40 1 7 26 3 3
合计 287 4 63 167 22 31

刊名 篇数

表 3 2003- 2005 年 287 篇急诊论文作者所处省份分布( 人)

省市 中华护 护士进 护理学 解放军 护理管 南方护 合计

地区 理杂志 修杂志 杂志 护理杂志 理杂志 理学报 ( 人 , %)

广东 2 7 8 4 5 23 49(17.1)
湖北 2 0 16 6 3 5 32(11.1)
浙江 8 3 5 7 0 5 28( 9.8)
山东 2 1 12 2 3 4 24( 8.4)
上海 1 0 0 15 4 3 23( 8.0)
北京 5 1 0 1 10 2 19( 6.6)
江苏 3 5 6 1 2 1 18( 6.3)
辽宁 0 0 3 12 0 0 15( 5.2)
四川 2 3 4 1 2 0 12( 4.2)
河南 0 1 4 2 1 1 9( 3.1)
重庆 0 1 3 3 2 0 9( 3.1)
河北 2 0 0 1 3 0 6( 2.1)
贵州 0 6 0 0 0 0 6( 2.1)
福建 0 0 1 4 1 0 6( 2.1)
陕西 0 1 2 2 0 0 5( 1.7)
湖南 1 0 1 1 2 0 5( 1.7)
新疆 1 0 1 2 0 0 4( 1.4)
广西 0 1 2 0 0 0 3( 1.0)
安徽 0 0 1 1 1 0 3( 1.0)
青海 0 2 0 1 0 0 3( 1.0)
海南 0 0 2 0 0 0 2( 0.7)
天津 0 0 0 1 1 0 2( 0.7)
江西 0 0 0 1 0 0 1( 0.4)
内蒙古 0 0 1 0 0 0 1( 0.4)
山西 0 0 0 1 0 0 1( 0.4)
澳门 1 0 0 0 0 0 1( 0.4)
合计 30 32 72 69 40 44 287(100)

作者均只发表 1 篇论文; 从作者单位所在省份看, 共

分布于 26 个省市地区 , 发表论文超过 10 篇的省市

地区是广东、湖北、浙江、山东、上海、北京、江苏、辽

宁和四川 , 共 9 个 , 占论文总数的 76.7%, 其中前 5

位地区论文发表超过 20 篇 , 占 54.4%; 另外 , 沿海经

济较发达省份和期刊所在地论文发表比例较高( 见

表 3) 。

3 讨论

3.1 作者学历结构以大专和本科为主 统计结果

显示 , 近 3 年来在《中华护理杂志》《护士进修杂志》

《护理学杂志》《解放军护理杂志》《南方护理学报》

《护理管理杂志》6 种护理期刊上公开发表急诊论文

的第一作者的学历结构以大专、本科居多, 占 71.6%, 硕

士( 2.8%) , 中专( 5.9%) 占的比例非常小。说明目前急

诊急救护理从业人员的学历层次有所提高, 在一定

程度反映出我国护理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 也反映

了我国 80 年代中期开始采取的不同渠道、不同层

次、不同形式的护士培养政策的显著效果[1]。当前急

诊急救护理从业人员的学历是从中专到研究生的多

层次结构, 但研究生等高学历护理人员较少 , 大专、

本科是急诊急救护理领域的中坚力量, 知识结构合

理, 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理论基础, 护理论文发表

的数量较高也在情理之中。

3.2 作者职称结构以中级职称居多 作者的职称

是其工作时间、工作经验、工作能力等方面的综合反

映。我国护理专业的职称分布基本呈宝塔式结构, 大

多数护理人员职称以护士、护师为主, 主管护师及以

上职称只占小部分[2]。本组统计结果显示, 载文作者

的职称以护师、主管护师职称居多, 主管护师( 58.2%)

占一半以上。充分说明当前从事急诊急救护理工作

中, 低年资、低职称的护士科研意识不强 , 护理科研

能力较低, 撰写发表论文的能力尚低, 同时她们忙于

一线护理工作, 时间上和精力上也限制了她们发表

论文的数量。

3.3 作者中护理管理者占比例较高 在急诊急救

护理工作队伍中, 担任护士长的毕竟是少数, 但统计

发现 , 载文作者中担任护士长职务的占相当大的比例

(18.2%～60.0%) , 显然远远超过护士长占整个护理人

群的比例, 在 6 种刊物中, 尤其是《护理管理杂志》发

表的急诊论文作者中 , 担任护士长职务的作者占

60.0%。护士长在护理人群中, 学历、职称、资力相对

较高, 临床护理经验和科研意识相对较强, 能够及时

从改进、创新急诊急救护理工作角度更多地思考问

题, 这些与护士长发表文章比例较高有一定关系。

3.4 高频作者比例较低 急诊急救护理工作者撰

写论文 287 篇中, 共有作者 227 人, 其中发表 6 篇论

文者 2 人( 0.9%) , 发表 4 篇论文者 5 人( 2.2%) , 发表

3 篇论文者 6 人 ( 2.6%) , 发表 1 篇论文者共有 191

人(84.1%)。说明发表多篇论文的作者比例较低, 发表

3 篇以上论文的作者只有 13 人( 5.7%) , 大多数作者

只发表 1 篇论文, 能够围绕某个急诊急救问题展开

相关研究并发表系列文章的作者就更少了。本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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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结果说明 , 急诊急救领域的护理科研尚缺乏系统

性, 护理人员科研意识较淡薄, 护理科研固定群体有

待形成 , 提示急诊急救护理人员应针对某个有价值

的问题展开系统的研究 , 护理管理者要利用自身的

优势, 调动护理人员积极进行急诊急救护理科研, 提

高护理群体的科研意识和科研水平 , 这样才真正有

助于急诊急救临床护理科研水平的提高 , 有助于促

进护理质量的提高。

3.5 沿海经济较发达省份及期刊所在地发文比例

较高 一个区域的论文总数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

地区的学术氛围和技术水平[1 ]。从各省急诊论文总

数的统计结果显示, 沿海经济较发达省份和期刊所

在地载文作者比例较高, 而中西部省份相对较低, 同

时 , 广东、湖北、上海、北京、贵州 5 个期刊编辑部所

在地论文发表比例较高, 尤其是广东、湖北两地论文

发表最多, 这不仅能够反映不同地域间医疗护理发

展水平的差异,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急诊急救护理

人才建设上的差异; 也说明论文作者群分布与期刊

的办刊地理位置有关[3 ]。结合我国中西部发展开发

战略, 随着这些地域经济的迅速发展, 医疗条件和人

才建设的不断改善, 相信其急诊论文发表的数量和

质量都会有明显的提高。

3.6 提高护理人员急诊护理科研意识和能力

3.6.1 树立科研意识, 成立护理科研小组 工作中

善于总结、收集素材, 树立科研意识, 提高科研能力,

积极在急诊急救护理工作中寻找选题, 为撰写急诊

论文收集素材[4]。 护理管理者可根据科室的护理科

研现状和护理工作的特点, 成立以护士长为领导, 主

管护师、护师为主体的科研小组, 带动护理人员进行

科研工作, 加强对年轻护士的帮带作用, 创造浓厚的

科研氛围。

3.6.2 充分发挥护理期刊的作用 护理期刊能够反

映护理学术动态, 为护理科研提供信息和方向。因

此, 护理人员要积极订阅护理期刊, 了解最新的科研

动态和信息, 获取科研和写作的灵感。积极参加护理

期刊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和科研写作知识培训 , 培

养论文写作的能力。积极投稿, 多与编辑沟通, 无论

稿件录用与否, 编辑能够指出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

题和需要注意事项, 提高作者对论文写作的认识和

写作能力。另外, 护理期刊在录用稿件的过程中, 应

注意稿件的地域性, 尤其对中西部省份和边远地区,

要多支持指导, 带动该地区护理学科的发展, 激发护

理人员对护理科研的积极性。

3.6.3 护理管理者要重视科研 护理管理者要充分

利用自身优势, 带领科室护理人员进行护理科研工

作, 提高护理人员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根据科室

的科研现状, 制定科研计划和激励措施, 对科研成绩

突出的个人给予奖励, 与年终奖励和职称评定挂钩,

充分调动护理人员进行科研的积极性。加强与其他

学科、其他机构联系, 多向他们学习, 共同提高[5]。对

护士进行再教育, 参加各种学习班和学术交流会议

要予充分的支持和鼓励, 为护士进行科研创造条件,

激发护理人员进行科研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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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1 关于 E- mail 投稿: 本刊为了加快审稿进程, 接受 E- mail 投稿。请从邮箱投稿的作者自稿件发出之日起

2 d 内查看自己的发稿邮箱, 若收到了本刊的收稿回复, 则请尽快从邮局汇审稿费 20 元 , 便于稿件进入审稿

流程; 若没有收到本刊的收稿回复 , 证明本刊未收到稿件 , 无需电话查询 , 请重新发送电子稿至收到本刊的

收稿回复为止。

2 关于进一步审理的稿件 : 作者收到本刊“稿件通过初审并在进一步审理”的回执后 , 请将电子稿( 附科室

电话、手机、E- mail) 发送至回执上打勾的邮箱, 并在邮件主题注明“通过初审稿”, 便于编辑与作者及时有效

地联系, 进而加快审稿进程, 缩短刊用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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