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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护理创新专利申请现状分析 

唐姗姗，蒋 芳，黎蔚华，王 利*，乔思竹，赖 榴，周 霞 

南部战区总医院中医科  广州 

【摘要】目的 调查某医院从 2011 年-2021 年护士创新专利现状，为了解护理创新发展趋势和特点提供数据

参考。方法 统计 2011-2021 年以我院为专利权人的护理创新申请专利数。通过职称、年龄、学历、科室分布、

技术分支和个人申请多项专利进行分析。结果 全院护理人员申请专利 233 项，实用新型专利 222 项、发明型专

利 3 项、外观型专利 6 项、软件著作权 2 项。2013-2017 年申请专利数逐年增加，2018-2121 年增长放缓；申请专

利护理人员职称大多为护士、护师、主管护师；年龄主要分布在 25-44 岁；学历主要为大专和本科；专利的技术

分支 12 项，主要分布在装置类和布类。结论 我院护理创新专利仍处于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且创新技术含量低。护

理创新培训是提升科研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同时，建议我院护理人员评定职称，获得实用新型专利与核心

论文享有同等职称评定条件，有利于护理创新专利良好的、持续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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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status quo of patent application for hospital nursing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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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nurse innovation patents in a hospital from 2011 to 2021, 
and to provide data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ursing innovation. 
Methods The number of nursing innovation applications with our institute as the patentee from 2011 to 2021 is counted. 
Through the title, age, education, department distribution, technical branches and individual applications for multiple 
patents for analysis. Results The nursing staff of the hospital applied for 233 patents, 222 utility model patents, 3 
invention patents, 6 appearance patents, and 2 software copyrights. From 2013 to 2017, the number of patent application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and the growth slowed down in 2018-2121; most of the job titles of nurses applying for patents 
were nurses, nurses, and nurses in charge; the age w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25-44 years old; the education was mainly 
college and undergraduate; 12 patented technology branches, mainly distributed in devices and cloth categories; 
Conclusion The nursing innovation patents of our hospital are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innovative 
technology content is low. Nursing innovation training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nursing staff of our hospital evaluate the title, 
obtain the utility model patent and the core thesis to enjoy the same title evaluation condition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goo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ursing innovation pa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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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第一、二、三

部分深刻阐述了树立创新的发展理念，实施新驱动发

展战略、加强科技创新的重大意义。护理创新科研是

护理专业发展和护士专业成长的重要举措，专利创新

是科研的核心能力之一。教育和培训是提高创新意识、

优化知识结构、培养创新能力的根本[1]。调查某医院从

2011 年-2021 年护士创新专利现状，了解护理创新发

展趋势和特点提供数据参考，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统计 2011-2021 年以我院院名为专利权人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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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申请专利数，用 SPSS 卡方检验统计分析职称、年

龄、学历、科室分布和技术分支，其中 P<0.05 表示有

显著性差异；以第一专利作者为标准对个人申请多项

专利数分析。一人申请 5 项以上专利的护理人员 10 人，

以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1）人

员基本信息:年龄、工作年限、职称、所在科室等；（2）
申请多项专利的原因，如兴趣爱好、晋升职称等。问

卷由护理人员现场完成并由创新小组人员回收，完成

时间约为 20 分钟。发放问卷 1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0
份，有效回收率 100%。 

2 结果 
2.1 护士申请专利类型分布 
2011-2021 年申请专利 233 项，实用新型专利 222

项，占总专利数的 95%；发明型专利 3 项，点总专利

数 1.4%；外观型专利 6 项，点总专利数 2.7%；软件著

作权 2 项，点总专利数 0.9%；2016 年申请最多，实用

新型专利 48 项，发明型专利 1 项。P<0.05 有显著性差

异。见表 1。 
2.2 申请专利护士职称、年龄、学历分布 
申请专利人数 117 人中，职称主要分布主任护师 5

人，占总人数的 4%；副主任护师 7 人，占总人数的

6.5%；主管护师 45 人，占总人数的 38.5%；护师 42
人，占总人数的 36%；护士 18 人，占总人数的 15%。

主要年龄分布 35-39 岁 47 人，占总人数的 40%。学历

主要分布硕士 1 人，占总人数的 1%；本科 64 人，占

总人数的 55%；大专 52 人，占总人数的 45%；工作年

限<3 年的 26 人，占总人数的 22%，工作年限>5 年的

44 人，占总人数的 38%，工作年限>8 年的 47 人，占

总人数的 40%。职称，年龄，学历和工作年限各组间

P<0.05 有显著性差异。见表 2。 
2.3 申请专利技术分支 
2011 年-2021 年全院护理人员 12 项专利技术分支

中，较多的为装置类 54 项，占总数量的 23%；布类

47 项，占总数量的 20%。其余相对较多的为箱盒类 30
项，占总数量的 13%；支架类 25 项，占总数量的 11%；

较少的为器械类共计 19 项，占总数量的 8%；包类 17
项，占总数量的 7%；管道类 13 项，占总数量的 6%；

输液、注射类共计 10 项，占总数量的 4%；车类共计

10 项，占总数量的 4%；针类共计 3 项，占总数量的

1.5%；其它 3 项，占总数量的 1.5%；软件系统 2 项，

占总数量的 1%；P<0.05 有显著性差异见表 3。 
2.4 申请专利科室分布 
专利申请分布 38 个科室、5 个片区：申请专利数

最多的为专科片区申请量为 58（儿科 2 项、眼科 6 项、

口耳科 7 项、中医科 5 项、营养科 1 项、整形科 12 项、

健康管理医学科 8 项、急诊科 8 项、供应科 1 项、皮

肤科 8 项），占总数百分比为 25%；神经专科片区申

请量为 48 项（神经外科 5 项、神经内科 28 项、脑血

管科 14 项、高压氧科 1 项），占总数百分比为 21%；

其余相对较多的为外科片区申请量为 42（肝胆外科 19、
输血科 1、麻醉科 9、心外科 4、泌尿外科 8、胸外科 1），
占总数百分比为 18%。老年专科片区申请量为 30项（干
部一科 6 项、干部二科 1 项、干部三科 2 项、干部四

科 10 项、干部五科 6 项、老年重症医学科 5 项），占

总数百分比为 13%；专利数较少的为骨病专科片区申

请量为 16 项（脊柱科 6 项、骨科监护室 3 项、创伤骨

科 6 项、康复科 1 项），占总数百分比为 7%；综合门

诊片区申请量为 17（军人门诊 8 项、门诊 9 项），占

总数百分比为 7%；职能科室申请量为 12（护理部 11
项、质量管理科 1 项），占总数百分比为 5%；内科片

区申请量为 10 项（消化内科 2 项、心血管内科 3 项、

呼吸内科 2 项、血液科 3 项），占总数百分比为 4%；

P<0.05 有显著性差异；见表 4。 
2.5 个人申请多项专利分布 
全院护理人员申请专利 233 项，申请人数 117 人，

其中申请 9 项专利 1 人，申请 8 项专利 1 人，申请 7
项专利 3 人，申请 6 项专利 4 人，申请 5 项专利 1 人，

申请 4 项专利 8 人，申请 3 项专利 8 人，申请 2 项专

利 11 人，一人获得五项以上专利 10 人。年龄在 28-53
岁之间，平均年龄 38 岁；职称分布：护师 3 人，主管

护师 3 人，副主任 2 人，主任护师 2 人；工作年限 6-35
年之间，平均工作年限 20.5 年。 

3 讨论 
3.1 护理创新培训是提升科研创新能力的有效途

径之一 
2011 年-2012 年本院护理创新专利数量偏少，主

要由于护理人员对创新专利概念、申请流程模糊，护

理人员创新意识不强、缺乏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和保护

等原因造成。2013 年 1 月由护理部牵头成立全院护理

创新小组，组长 1 人，组员 9 人。护理创新咨询与培

训授课最易开展，培训课程根据护理人员需求选题，

护士的科研参与和自我评价的研究能力低于最佳水

平，尽管他们的研究培训需求相对较高，应为护士提

供进一步的研究培训，根据其特点和能力量身定制内

容，与该研究结果相符[3]。护理人员创新积极性高，充

分发挥“头脑疯暴”，创新过程中提升了“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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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思维能力，创新灵感来源不再局限于医院，甚

至来源于生活，护理人员也最易接受,提高了护理人员

创新自我效能感。培训的结果与申请专利数，实用新

型专利申请总数稳步增长，发明专利、外观设计、软

件著作权申请数从无到有，护理人员提高了基本创新

思维。 
表 1 护士申请专利分布 

年份 实用新型专利 发明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软件著作权 合计 P 值 

2011 1    1  

2012 3    3 

0.000 

2013 26 1 5  32 

2014 33    33 

2015 24 1  1 26 

2016 48 1   49 

2017 41    41 

2018 4   1 5 

2019 19    19 

2020 14    14 

2021 9  1  10 

合计 222（95%） 3（1.4%） 6（2.7%） 2（0.9%） 233  

表 2 申请专利护士职称、年龄、学历分布 

 人数（117 人） 人数百分比 P 值 

职称  

主任护师 5 4% 

0.000 

副主任护师 7 6.5% 

主管护师 45 38.5% 

护师 42 36% 

护士 18 15% 

年龄（岁）  

56-60 1 1% 

0.000 

50-55 4 3.5% 

45-49 4 3.5% 

40-44 23 20% 

35-39 47 40% 

30-34 16 14% 

25-29 13 11% 

20-24 9 7% 

学历  

硕士 1 1% 

0.000 本科 64 55% 

大专 52 45% 

工作年限  

<3 年 26 22% 

0.000 >5 年 44 38% 

>8 年 47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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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申请专利分类 

名称 数量 总数百分比 P 值 

装置类 54 23% 

0.000 

布类 47 20% 

箱盒类 30 13% 

支架类 25 11% 

器械类 19 8% 

包类 17 7% 

管道类 13 6% 

输液、注射类 10 4% 

车类 10 4% 

针类 3 1.5% 

其它 3 1.5% 

软件系统 2 1% 

表 4 申请专利科室分布 

科室名称 申请数量 总数百分比 P 值 

专科片区 58 25% 

0.000 

神经专科 48 21% 

外科片区 42 18% 

老年专科 30 13% 

骨病专科 16 7% 

综合门诊 17 7% 

职能科室 12 5% 

内科片区 10 4% 

 
3.2 护理创新专利的内部分析 
2013-2017 年申请专利数逐年增加达到饱和状态，

2018-2121 年增长放缓；申请人员年龄主要集中在

25-44 岁，与职称护士、护师、主管护师相对应，工作

年限>5 年为主，大专学历与本科学历无明显差异，国

外学者指出，注册专利数量与护理专业硕士学位没有

显着相关性[4]。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年限的增加，扎

实的理论知识，丰富的临床经验为护士的创新之路奠

定了良好的基石[5]。 
3.3 护理创新专利的分布与技术分支 
专利技术分支主要以装置类、布类、箱盒类、支

架类、输液注射类为主要创新点，其次是器械类、包

类、软件系统、车类、针类、其它，与该研究一致[6]。

结合以上特征反映护理人员的创新点来源临床一线，

同时反映创新技术性相对较低，创新人员的科技能力

单一、不足现象[7] 。申请量科室分布差距较大，主要

以神经专科、老年科、普通外科与病人自理能力低护

理用具需求量大为主，我国老龄化发展，科室技术活

跃度高，可见该领域患者需求量迫切，而儿科、康复

科可能与患者无法表达，创新动力不足及发展空间较

局限等因素有关。本院护理创新仍在起步、探索阶段，

护理人员缺乏转化意识，与相关研究一致[5]。 
3.4 个人获得五项以上专利申请原因分析 
个人申请 9 项专利 1 人，申请 8 项专利 1 人，申

请 6 项专利 3 人，申请 5 项专利 1 人，一人获得五项

及五项以上专利 10 人。年龄在 26-53 岁之间，平均年

龄 38 岁；职称分布：护师 2 人，主管护师 1 人，副主

任 1 人，主任护师 1 人；工作年限 8-35 年之间，平均

工作年限 14 年；获得专利数量越多的护理人员，创新

能力越强，调查报告显示主任护师、副主任护师均为

主任、护士长职位，申请多项专利主要以提升自己的

创新能力，同时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带动科室乃至全

院护理创新能力为主要申请目的。主管护师申请 9 项

专利主要有浓厚的创新兴趣爱好，创新意识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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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流程熟悉，也是创新小组主要成员之一，自诉申

请专利比撰写论文简单、省事，撰写专利的专业文本、

绘图和专利申请均由专利公司完成，9 项专利中有一项

专利转化为商品，带来经济效益，提升了护理创新的

积极性，提高了职业价值感和成就感。因本院晋升职

称主要评审条件为论文，专利为加分项，2 名护师职称

主要为同等评审条件下晋升职称加分为申请专利目

的。 
4 小结 
本文数据只统计专利权人为我院院名，未统计以

个人名义的专利权人，存在专利数据不全。综上所述，

护理创新能力是护理科研的基础，收集护理人员创新

需求进行培训，是培养创新思维和提升创新能力的有

效途径之一。虽然专利申请数量每年增长，但护理创

新技术性相对较低难以转化商品，仍在起步、探索阶

段。专利技术的历年申请量分布可以直观反映该医院

护理技术的生命周期[8]。2013-2017 年护理人员申请量

已达到饱和状态，2018 年起申请量锐减，可能跟国家

知识产权出台进一步规范专利审核流程有关，或护理

人员申请专利缺少新颖性、实用性、创造性有关，又

或者与我院护理人员评定职称时，获得专利为加分项，

不能与核心论文享有同等职称评定，护理人员获得专

利后无奖励激制有关。笔者建议我院护理人员评定职

称，获得实用新型专利与核心论文享有同等职称评定

条件，有利于护理创新专利良好的、持续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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