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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护理专栏

基于智能云平台居家培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识
在储备护士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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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索智能云平台的居家培训方式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储备护士培训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我院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的 80 名储备护士，前 3 批援助武汉的 40 名储备护士设为对照组，后面培训的 40 名储备护士设为干预组，对照组

采用传统理论操作授课培训，干预组采用智能云平台的居家培训方式培训相关内容，比较 2 组理论、操作成绩、培训疲劳程度、培

训满意度的差异。 结果 对照组与干预组在理论和操作成绩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培训疲劳程度低于对照组

（P＜0.001）；干预组培训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利用智能云平台的居家培训方式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储备护士培训

中，能有效保证培训的质量，并且降低培训的疲劳感，减少群体培训交叉感染病毒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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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ome-based Training Model Based on Intelligent Cloud Platform in Training of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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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ome-based training model based on intelligent cloud platform in the
training of reserve nursing staff for COVID-19. Methods Eighty reserve nurse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hospital to deal with
COVID-19. The first to third batch of 40 reserve nurses who assisted Wuhan were set as control group, and another 40 reserve nurses
trained later as intervention group.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and operational method was used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home-based
training model based on intelligent cloud platform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training fatigue, and training satisfaction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training effect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oretical and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training fatigue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01) and the training satisfaction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Home training mode based on intelligent cloud platform is effectively for ensuring the training
quality, and reduce the fatigue of training, and the risk of cross-infection in group training,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 words: COVID-19; intelligent cloud platform; home-based training model; nurse training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
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其通过呼吸道飞沫、接触等途
径进行传播 [ 1 ]，2019 年 12 月在武汉爆发至 2020 年
2 月13 日已经感染了 63 851 人，死亡 1 318人[ 2 ]。专
业的医疗救援人员对控制疫情，降低疾病死亡率，维
护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3 ]。 面对突发的疫情，急
需具有相关专业技能的护士投入到医疗救援过程
中，而武汉的医护人员在抗击疫情的救治中，处于较
为疲劳的状态，全国对武汉输送医护人员，能有效缓

解当地医院的救治压力，也能有效控制疫情的发展。
我院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后， 也第一时间输送
了相关领域的医护人员参与到武汉当地的救治过程
中，而相关专科领域的护士数量毕竟有限，面对日益
增长的患者数， 我院通过日前搭建的医养结合智能
云平台，通过信息网络技术的居家培训方式，对轮转
过急诊、呼吸、重症、感染等相关科室的护士进行培
训， 旨在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而储备相关的护
理人力资源，现将做法报道如下。

1 对象
2020年 1 月 23日—2月 9日，从我院调取轮转

过急诊、呼吸、重症、感染等相关科室的护士 80 名，
第 1 批至第 3批援助武汉的 40名护士设为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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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培训的 40 名护士设为干预组。 2 组护士的年
龄、性别、文化程度、职称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1。

2 方法
2.1 培训方法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救治特
点，护理部规划了 4 大培训内容，包括穿脱防护服、
无创呼吸机的使用方法及要点、 气管切开患者的护
理要点、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的院感防控。
2.1.1 对照组 采用理论授课结合实际操作进行培
训，在护理培训示教室进行统一的团体授课，培训后
由储备护士自行在示教室练习， 共计 16个学时，分
4 d 进行培训考核，每天上午完成一项培训内容，下
午进行相应的考核。
2.1.2 干预组 通过智能云平台进行培训， 由护理
部与宣传科一起合作拍摄 4大培训内容， 理论授课
采用 PPT 结合语音讲解，操作实训通过拍摄真人视
频进行讲解，将培训内容上传智能云平台。 同时，护
理部紧急从西南医科大学护理学院临床护理教研室
调取用于护生操作培训时的隔离衣、防护服、无创呼
吸机使用物资、气管切开护理物资各 40 份，对每份
物资进行同质化的检查，并对缺漏物资进行补充，确
保每份用物与操作视频一致。 随后培训护士在示教
室领取操作所需的基本用物，并下载“医养结合健康
云医护”APP，通过科室、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等
信息进行实名认证，在进入首页中点击“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培训” 模块， 在模块下的健康管理专区选择
“视频课堂”自行随机挑选时间进行学习，将领取的
隔离衣和防护服等用物在家自行练习， 并将学习和
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在 20：00~21：00“培训答疑”区
反馈给线上培训老师，由其进行答疑解惑，学习结
束后学员在当天进行打卡，并将学习笔记拍照上传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培训班交流群”，由后台护理部
老师监督储备护士的学习情况，由系统安排每名培
训护士的考核预约时间，培训后由统一的老师进行
考核。

2.2 效果评价方法
2.2.1 理论和操作成绩 记录 2组护士培训后的理
论和操作成绩，其中理论考试 1 次，由护理部出题，
共 50 道选择题，每题 2 分，共计 100 分；操作考试 3
次，分别是穿脱防护服、无创呼吸机操作技术、气管
切开护理， 由相关操作考核表进行评分， 每项 100
分。
2.2.2 培训疲劳程度 培训护士疲劳程度采用疲劳
量表（Fatigue Scale-14，FS-14）进行测量 [ 4 ]，疲劳量
表包括 14 个条目， 其中 8 项反映躯体疲劳，6 项反
映心理疲劳。 14个条目的 Cronbach α在 0.88～0.90，
总 Cronbach α 为 0.89，折半系数为 0.86，说明该量
表有较好的信、效度。除了第 10、第 13、第 14条 3个
条目为反向计分，其余为正向计分，即回答“是”计 0
分，回答“否”计 1 分，分数越高疲乏程度越高，总分
值 0~14分。
2.2.3 培训满意度 采用护理部自制的培训满意度
问卷，共 10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Likert 4 级评分
法，从不满意~满意分别计 1～4 分，得分越高表明培
训越满意，总分值 10~40分。
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两样本均数差异分
析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计数资料和等级资料采用
例数、百分比表示；两样本率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进行
分析；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2 组护士在理论考试得分、 穿脱防护服操作得

分、无创呼吸机操作技术得分、气管切开护理操作
得分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
预组培训疲劳程度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干预组培训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4 讨论
4.1 基于智能云平台的居家培训确保了储备护士的
培训效果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
指导意见》明确指出：鼓励医疗健康行业通过多元化
培训模式提高教育培训的质量， 利用好信息技术为

表 1 对照组与干预组护士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对照组（n=40） 干预组（n=40） 统计量 P

年龄（X±S，岁） 26.28±1.97 27.10±2.53 t=1.626 0.108
性别（例，％） χ2=0.556 0.456
男 3（ 7） 5（12）
女 37（93） 35（88）

文化程度（例，％） χ2=0.549 0.459
专科及以下 10（25） 13（32）
本科及以上 30（75） 27（68）

职称（例，％） χ2=0.949 0.330
护师及以下 36（90） 33（83）
主管护师及以上 4（10） 7（17）

表 2 对照组与干预组护士各指标得分比较（X±S，分）
项目 对照组（n=40） 干预组（n=40） t P

理论考试 90.10±4.77 89.60±4.03 1.519 0.133
穿脱防护服操作 94.63±2.02 93.80±2.67 1.557 0.123
无创呼吸机操作技术 88.78±4.20 87.65±3.47 1.306 0.195
气管切开护理操作 87.55±3.27 88.58±3.34 1.389 0.169
培训疲劳程度 7.28±0.82 6.18±0.93 5.621 ＜0.001
培训满意度 30.83±2.07 32.05±1.96 2.720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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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化、个性化、网络化的医疗培训服务[ 5 ]。 本研究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播特点， 以及培训的储
备护士的上班实际情况， 利用智能云平台突破培训
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通过线上视频学习和问题答疑
解惑，可以使储备护士合理利用时间进行学习，利用
西南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提供的充足的培训物资，使
得每一培训护士确保“一人一物”在家里参照视频进
行练习复习并进行强化， 并且有后台监督培训护士
线上的学习情况， 从而保证了培训的质量。 本研究
中， 对照组与干预组在理论和操作成绩上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王婷等的研究发现，将信息化
网络平台运用于护士规范化培训中， 不仅培训效果
好，而且省时、省力，能有效实现资源共享的最大化[ 6 ]。
张嘉宇等的研究也发现， 通过信息通讯技术使培训
护士不受时空的限制，确保了培训质量，而培训护士
会更加青睐个性化、主动化的培训模式[ 7 ]。
4.2 基于智能云平台的居家培训减轻了储备护士
团体培训所带来的疲劳感 新型冠状病毒在短时间
感染了大量的患者，面对较高的感染率，会增加医护
人员的担忧和焦虑， 从而增加医护人员的心理疲劳
感。医院是诊断和治疗疾病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疾
病传播的高危之地。 由于储备护士是为了应对疫情
临时从各科室调取， 有些护士在培训过程后要兼顾
本科室的护理工作，对照组护士每天要在“家庭-科
室-示教室”三点奔走，增加了其躯体疲劳，而因为培
训增加的医院场所流通次数和团体培训又可能会增
加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风险， 心理和身体的负担会
增加培训护士的疲劳感。 基于智能云平台的居家培
训模式减少了护士往返培训场地的负担， 使其能够
灵活合理安排学习时间， 减少了因团体培训所带来
的病毒交叉感染的风险， 从而有利于减轻护士的疲劳
感，本研究干预组培训疲劳程度低于对照组（P＜0.001）；
高则宇等的研究表明，传统培训的一课多讲，既占用
了组织者和授课教师的时间， 也增加了护士的工作
学习疲劳感， 而通过互联网搭建护士培训与考试平
台能够有效解决因为培训所带来的组织难度大和管
理成本高等问题[ 8 ]。

4.3 基于智能云平台的居家培训方式为储备护士
培训提供了高效、便利的医疗培训服务，提高了满意
度 基于智能云平台的居家培训方式减少了集中培
训所带来的疲劳感， 同时减少了休息护士因为要到
医院强制培训的反感。传统团体培训方式，在理论培
训时， 座位靠后排的护士接受知识的信息情况会比
坐第一排的护士要差，而操作培训时，团体培训因为
人群遮挡或者观看学习视角的问题也不能较好满足
每名培训护士能够清楚看到操作细节， 而智能云平
台的上线视频课堂能够确保每名护士接收培训内容
的同质性，并且可以进行反复学习，有利于培训内容
强化的准确性， 减少了传统培训方式的人力资源耗
费，并且通过系统的考试时间预约提醒，能减少传统
培训时护士考试集体等待的时间， 从而提高了培训
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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