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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护生对住院患者隐私保护认知现状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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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实习护生对住院患者隐私保护相关知识的认知现状，为其下一步制定和开展相应的隐私

保护相关培训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隐私保护认知的调查问卷，对 180 名在院临床实习的护生进行调

查。结果  96.11%对隐私部位认知度较高；而其他如姓名、出生年月、联系电话等隐私信息认知水平为

41.67%-62.22%；侵犯隐私途径如住院病历、护理配合等方面的认知水平为 41.11%-65.00%；对相关法律条例如《护

士条例》及《患者权利法》了解率分别为 77.22%、67.78%。同时，58.33%认为保护患者隐私重要、95.00%对隐

私保护培训有需求。结论 实习护生对住院患者隐私保护相关知识的认知存在不足，对其开展针对性的隐私保护

相关培训势在必行，以提升临床护理质量及住院患者就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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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ognitive status of trainee nursing students' related knowledge of 
inpatient privacy protection,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m to formulate and carry out corresponding privacy 
protection related training in the next step. Methods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surveyed 180 nursing students in 
clinical practice. Results 96.11% had high awareness of private parts; other private information such as name, month of 
birth, and contact number were 41.67% -62.22%; invasion of privacy was 41.11% -65.00%; knowledge of nurse 
regulations and patient rights law were 77.22% and 67.78% respe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58.33% believed that 
protecting patient privacy is important and 95.00% needed privacy protection training. Conclusion Nursing students lack 
the knowledge of inpatient privacy protection, and it is imperative to carry out targeted privacy protection train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care and inpatient medic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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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权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

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项

人格权[1]。因医务人员法律意识淡薄、职业道德修养不

高、缺乏保护患者隐私意识等而造成患者隐私泄露和

维权的事件不在少数[2-3]。临床实习是护生走出校园，

直接与患者面对面接触，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据文献报道，实习护生对住院患者隐私相关知识的认

知并不乐观[4]。目前各护理院校尚未开设隐私相关课

程，医院对护生临床实习针对隐私培训也未形成规范。

本研究对 180 名实习护生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其对

住院患者隐私保护相关知识的认知情况，为制定和开

展隐私相关培训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1 对象及方法 
1.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在某三级综合医院 180 名

临床实习护生作为调查对象，其中女 167 人、男 13 人。

纳入标准：已进入临床科室护理实习，知情同意并自

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因病假或事假等各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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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在临床实习岗位。 
1.2 方法 
（1）调查工具 
问卷由调查者查阅相关文献后自行设计而成，主

要内容包括 5 部分：①个人基本资料，包括年龄、学

历、生源地。②实习护生对患者隐私保护相关知识的

认知情况，包括 1）隐私涉及信息，如姓名、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婚姻状况、经济状况、家庭住址、既往病

史、隐私部位共 8 个条目，每个条目设属于、不属于、

不了解三个选项。2）隐私侵犯途径，如病历报告、查

体配合、临床教学、护理治疗、病房环境共 5 个条目。

每个条目设属于、不属于、不了解三个选项。3）实习

护生对隐私相关法律知识的认知，如《护士条例》、

《患者权利法》2 个条目。每个条目设了解、部分了解、

不确定 3个选项④实习护生对隐私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设重要、一般、不重要、无所谓 4 个选项。⑤实习护

生对隐私保护培训的需求，设需要、不需要、无所谓 3
个选项。问卷经 16 名专家进行内容效度评价，其总问

卷内容效度指数（CVI）为 0.957，各条目 CVI 为

0.7691.000。采用此问卷于 2021 年 10 月对 20 名实习

护生进行预调查，其调查问卷 Cronbach’s a=0.924。 
（2）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在护生进入各临床科室开始实习

的第一周内进行调查。由专门接受过培训的调查员统一

解释本调查的目的、意义等配合事项。问卷当场发放并

当场收回，检查问卷内容是否全部填全。共发放 184 份，

回收 18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83 %。 
（3）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13.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描述性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一般资料 
（1）年龄：21-25 岁，平均（22.01±10.05）岁；

（2）学历：大专 136 例，本科 44 例；（3）生源地：

农村 69 例，城镇 111 例。 
2.2 实习护生对住院患者隐私保护相关知识的认

知 详见表 1。 
2.3 实习护生对住院患者隐私保护重要性认识及

培训需求 
180 名护生认为患者隐私保护依次为重要 105 人

（58.33%）、一般 25人（13.89%）、不重要 22人（12.22%）、

无所谓 28 人（15.56%）；180 名护生对隐私保护培训需

求由高到低依次为需要 171 人（95.00%）、不需要 4 人

（2.22%）、无所谓 5 人（2.78%）。 

表 1  实习护生对住院患者隐私保护相关知识的认知

（N=180）     人（%） 

调查条目 属于 不属于 不了解 

隐私涉及信息    

姓名 92（51.11） 86（47.78） 2（1.11） 

出生年月 103（57.22） 74（41.11） 3（1.67） 

联系电话 75（41.67） 100（55.56） 5（2.78） 

婚姻状况 94（52.22） 82（45.56） 4（2.22） 

经济状况 105（58.33） 70（38.89） 5（2.78） 

家庭住址 87（48.33） 86（47.78） 7（3.89） 

既往病史 112（62.22） 66（36.67） 2（1.11） 

隐私部位 173（96.11） 6（3.33） 1（0.56） 

隐私侵犯途径    

病历报告 91（50.56） 88（48.89） 1（0.55） 

查体配合 103（57.22） 72（40.00） 5（2.78） 

临床教学 92（51.11） 86（47.78） 2（1.11） 

护理治疗 74（41.11） 98（54.44） 8（4.45） 

病房环境 117（65.00） 60（33.33） 3（1.67） 

2.4 实习护生对隐私相关法律知识的认知 
180 名护生对《护士条例》了解为 72 人（40.00%）、

部分了解 67 人（37.22%）、不了解为 41 人（22.78%）。

对《患者权利法》了解为 59 人（32.78%）、部分了解

63 人（35.00%）、不了解为 58 人（32.22%）。 
3 讨论 
3.1 实习护生对住院患者隐私保护相关知识认知

有待提升 
护士是与患者接触最多的群体，对其隐私保护有

着密切关系。而临床实习是护生走出课堂，直接与患

者面对面接触，是护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在临

床实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涉及患者隐私的护理情

境[5]。从表 1 可见，96.11%对隐私部位认知度较高；而

41.67%-48.33%认为联系电话、家庭住址属于隐私内

容；41.67%-62.22%认为姓名、出生年月、既往病史等

属于隐私内容。由此可见，实习护生对隐私涉及内容

了解较少。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实习护生对患者在

住院期间有可能侵犯其隐私的途径也了解不够，如病

历报告、查体配合、护理治疗等各种途径认知水平均

偏低，为 41.11%-65.00%，同时 58.33%选择隐私保护

重要。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实习护生对住院患者隐私

保护相关知识的认知不容乐观，对其加强相关培训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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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意义。 
3.2 对实习护生开展多样化隐私保护培训内容与

形式是关键 
临床实习是护生将护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过

程，也是完成护士角色转变的重要启蒙教育阶段，是培

养其规范护理行为的关键时期[6]。有研究发现，培训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保护患者隐私的重要性，可促进实

习护生对患者隐私保护工作的提升[7]。而本次调查结果

表明，95.00%实习护生均表示对隐私保护培训有很强烈

的需求，由此也表明既往相关培训力度不够，需要加强。

各院校应根据护生需求开展多样化针对性的隐私保护

知识培训，选派专门接受培训的高年资护师为其讲解隐

私概念及其涉及的相关内容、侵犯患者隐私的途径及护

理行为等，可采取多样化形式进行专题培训，如团体理

论讲座、科普视频宣教、情景模拟角色扮演、典型案例

沙龙交流等，让护生们在临床实习过程中不仅掌握患者

隐私相关知识，同时还学会换位思考，了解隐私被侵犯

后的心理体验以及体会患者人格尊严被尊重的需要和

重要性，从而不断提升隐私保护的意识和行为。 
3.3 对实习护生加强隐私保护相关法律知识教育

也是或不可缺 
患者隐私权是每位患者应该享有的权力，对患者隐

私的保护也是每个医护人员应尽的责任[8]。护理工作是

一项特殊的服务性工作，很多方面涉及法律问题，如稍

有不慎，就可能造成患者的投诉，甚至引发护理纠纷[4]。

有研究者发现，是否参与患者隐私保护相关法律知识的

学习和培训也会影响护士对患者的隐私保护[9]。本次调

查结果还表明，180 名实习护生中，对《护士条例》了

解度（了解+部分了解）为 77.22%、《患者权利法》了

解度（了解+部分了解）为 67.78%。可见，实习护生对

患者隐私保护相关法律知识了解较局限，因此，对其加

强法律知识教育也至关重要。可采取理论讲座、案例讲

评、视频宣教等多种形式，为护生们讲解在日常护理工

作中因侵犯患者隐私权问题而可能涉及的一些常见法

律法规问题，必要时还可邀请医院纠纷办专业老师将既

往发生的隐私相关纠纷案例给予专题讲评分析，引以为

戒、警钟长鸣，使护生们切实感受到隐私保护在临床实

习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患者隐私

与法律法规的紧密关系，树立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及法

律意识，不断提升其职业规范和素养。 
4 小结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及医疗科技的迅速发展，人们对

自身隐私的保护意识逐渐增强，患者对隐私权的保护意

识也不断提高，导致近年来由隐私权问题引起的纠纷和

案件逐渐增多[10]。本次调查我们发现，实习护生对患者

住院期间隐私保护相关知识认知水平较低，各院校应开

展针对性隐私保护相关知识培训很有必要，对和谐护患

关系、提升护理内涵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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