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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了解直升机救援人员在高原高寒特殊地区后送伤员时的真实体验,为护理管理者评估、培训和选拔直升机救

援护士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参加过直升机救援任务的７名医生和５名护士进行半结构式访谈,采用 CoＧ
laizzi现象学７步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和整理.结果　高原高寒地区直升机救援护士需具备的胜任力指标包括:知识、

技术、能力与个人特质.结论　本结果为护理管理者评估、培训和选拔直升机救援护士提供了理论依据,并进而为提升航空

医疗救援保障能力奠定了一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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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高寒环境指的是海拔在３０００m 以上的高

原地区,具有低压、低氧、低温、日辐射强等特点.我

国西部高原寒区(西藏、青海、新疆地区)人口稀少,
幅员广阔,边防线长,交通运输落后.部队急进高原

高寒环境时,人员易发生缺氧、冻伤、晒伤、摔伤、致
盲等疾病,严重时会伴有高原肺水肿和高原昏迷等

情况,抢救不及时将危及生命,直接影响战斗力.虽

然我国航空医疗救援队伍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期,但

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加之军内外

从事直升机救护工作的专业人才匮乏,开展救护培

训工作的人才缺口较大[１];而美国、澳大利亚、瑞士、
日本则有较为专业或全职的直升机救援队伍[２Ｇ７]以

及完善的培训模式[８Ｇ９]、认证资质[１０Ｇ１１].护士作为航

空医疗救援队伍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高原高寒地区直

升机救援护士胜任力的建设,努力提升救援护士的

综合能力,为护理管理者评估、培训和选拔特殊环境

下直升机救援护士提供理论依据,为提升航空医疗

救援保障能力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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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新疆军区

６家综合性医院参加过直升机医疗救援任务的医生

和护士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参加过高原高寒直

升机救援任务的医生、护士;愿意充分表达在高原高

寒特殊环境下后送伤员时的真实体验和感受.以信

息饱和原则[１２]最终确定１２名受访者自愿参加本研

究.受访者一般资料见表１.

表１　受访者一般资料(n＝１２)

编号 性别
年龄

(岁)
学历 职称

工作年限

(t/a)

后送

次数a

行动

次数b
军种

A１ 女 ３１ 本科 主管护师 ９ １ ３ 陆军

A２ 男 ５７ 硕士 主任医师 ３６ ２ ６ 陆军

A３ 男 ３６ 博士 主治医师 １３ １ ２ 陆军

A４ 男 ４４ 硕士 副主任医师 ２０ １ ５ 陆军

A５ 女 ３０ 本科 护师 ８ １ ２ 陆军

A６ 女 ４８ 本科 主管医师 ２７ １５ ２０ 陆军

A７ 女 ４５ 本科 副主任护师 ２７ １ ８ 陆军

A８ 男 ４４ 博士 主治医师 ２３ ２ ５ 陆军

A９ 女 ４３ 本科 主管护师 ２２ ４ １０ 陆军

A１０ 女 ４２ 本科 主管护师 ２０ ２ １２ 陆军

A１１ 男 ４４ 本科 副主任医师 ２０ １ １６ 陆军

A１２ 男 ４５ 硕士 副主任医师 ２１ １ ４ 陆军

　a:既往参加后送任务次数;b:既往参加重大军事行动次数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确定访谈提纲　本研究通过查阅文献、课题

组讨论并根据行为事件访谈法的STAR 工具初步

制定访谈提纲,在咨询专家和预访谈２名参加过直

升机救援后送人员的基础上最终确定访谈提纲.内

容包括:(１)您是否参加或组织过(高原高寒)直升机

救援任务? (２)从您的角度来看,直升机救援护士应

具备哪些胜任力? (３)高原高寒环境下进行直升机

救援时,护士需要具备那些特殊的素质? (４)综合来

说,您觉得在直升机救援中护士面临最大的挑战是

什么? (５)对于未来的直升机救援护士的职业发展

发展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

１．２．２　资料收集方法　采用质性研究中的现象学方

法 [１２]对１２名研究对象进行半结构式深入访谈.访

谈前与受访者取得联系,确定访谈时间与地点,３名

受访者以面对面形式访谈,９名受访者通过视频进

行访谈.访谈前向受访者详细介绍本研究的目的、
方法、课题组成员以及访谈时间,承诺保密资料,征
得理解同意并回答“我同意参加此次访谈”后开始面

对面访谈并录音记录,访谈时间３０~６０min.访谈

中认真聆听,观察并记录受访者的非语言行为.

１．２．３　资料分析方法　访谈结束后,４８h内将录音

进行文字转录,依次编码并导入 Nvivo１２．０软件进

行资料管理和辅助分析.本研究采用 Colaizzi７步

分析法 [１２]进行分析,提炼主题:转录语音资料,仔细

阅读访谈全部资料;提炼有重要意义的陈述;对反复

出现的、有意义的观点进行编码;汇集编码后的观

点;写出详细、无遗漏的描述;辨别相似观点,升华主

题概念;返回受访者处核实求证.

１．２．４　质量控制方法　在访谈前,对课题组人员进

行质性研究方法的系统培训,选取２名受访者进行

预访谈;正式访谈时,提前与受访者约好确切时间、
地点,访谈时间不低于３０min;访谈后,４８h内两名

访谈者对录音进行转录,并返回受访者处进行校正.
转录数据采用合众法,两名研究员对同一份文字资

料反复阅读、分析、编码,不同意见处经课题组成员

共同讨论分析,确定最终编码和主题.

２　结果

２．１　知识

２．１．１　基础知识　访谈对象认为学习掌握航空救援

和特殊环境的理论知识是胜任高原高寒救援任务的

基本条件,其中包括直升机转运通用知识、高原高寒

相关理论知识以及航空医学与救援理论知识.A１:
“医学基础知识、直升机救援相关知识的掌握,是保

障你救援成功地基础知识.”A４、A５:“高原高寒直升

机救援和平原陆地救援完全不同,除了要掌握疾病

专科知识还要掌握高原高寒环境特点以及直升机运

输相关内容的知识.”

２．１．２　专业知识　访谈对象认为高原高寒环境下的

疾病与平原时的发生、发展、转归不一样,因此掌握

高原高寒相关知识也是成功救治伤员的基础之一,
其中包括高原高寒特殊环境下常见疾病知识、高原

高寒地区急危重症护理知识以及直升机后送相关护

理知识.A１、A６、A１１:“从几次的救援经历来看,有
过急危重症工作经验的护士优于普通护士,这样的

护士对疾病会有一定的了解和判断,对救援工作很

重要.”A２、A８:“直升机密闭性差可能会出现患者低

体温的现象,也可能会因为高原高寒气候条件影响

在直升机转运过程中患者病情因为气压、气温从而

加重病情.”

２．２　技术

２．２．１　战创伤救护技术　部分访谈对象认为直升机

上操作难于平地医院的技术操作,需具备扎实的战

创伤救护技术是胜任救援工作的必备条件,其中包

括战现场急救技术、急救输液(穿刺)技术以及急救

监护技术.A２:“如果要进行高原高寒直升机救援

护士选拔的话,我建议有过急诊、重症监护室工作经

历的人员优选,而后只需进行一些适应性训练就完

全可以胜任.”A６:“急诊科、ICU 肯定首选,因为这

些护士平时的急救技能就是经常训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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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医疗后送途中护理技术　包括直升机后送途

中输液技术、生命体征监测与生命支持技术、直升机

后送途中管路护理技术以及直升机后送途中心理护

理技术.A７、A１１:“对那个深静脉置管或者说气道

的管理主要就是这两块.”A３:“直升机空间狭小,随
行的只有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两名医务人员在克服

直升机巨大噪音、颠簸的情况下完成气管插管、吸
痰、骨内通路的建立、输液泵等操作,对于护理人员

的娴熟的操作技能及对机上设备的熟练使用是一项

很严峻的考研.”

２．３　能力

２．３．１　组织管理能力　是直升机救援工作有序开展

的推动力,组织管理能力的强弱决定着救援工作的

效果.A２、A３、A４、A６、A８、A１１、A１２:“救援过程中

不只是考验护士专业能力,关键的还有和医生的配

合能力、组织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２．３．２　预判与紧急决策能力　飞行护士能否及时准

确地评估患者特殊的病情变化,提供预见性的护理,
直接关系着患者的基本生命安全[１３].因此具备预判

与紧急决策能力,救援护理人员才能在面对多变、复
杂、危急的情况快速反应,沉着应对.

２．３．３　特殊环境适应能力　相较与平原直升机救援

工作,高原高寒环境的适应能力是伤员救治成功特

殊且必不可少的条件.其中包括高原高寒环境适应

能力、直升机高空飞行环境适应能力及直升机高空

飞行舱内作业环境适应能力.A９、A１０:“飞行过程

是一个密闭的环境,另外专业应对上孤立无援,直升

机舱内空间狭小,医务人员有限,往往一人同时要完

成多项工作,担任多个角色,并要克服低气压、缺氧、
加速度、噪声、振动等因素影响,相对平时的护理工

作人员对直升机后送护理人员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

要求.”

２．４　个人特质

２．４．１　身体素质　访谈对象认为拥有过硬的身体素

质是成功救援的首要特质,关键性因素.A３:“自己

在第一次临时接受后送任务时,根本无法克服直升

机所带来的眩晕,在到达目的地时自己因为眩晕无

法正常行走,只能依靠轮椅,并休养了好几天才恢复

工作.”A７:“身体素质很重要,比如长时间高压下的

工作身体能否耐受,高原缺氧环境短时间内能否习

服等等,这些对于救援都很重要.”

２．４．２　心理素质　部分访谈对象深刻地感受到具备

强大的心理素质,尽可能减少不良心理应激反应,才
能担得起责任,是成功救援必备的特质.A１:“所有

的这些在机上的操作,一定保持自己心态稳定,自己

先别慌,这是感受最深的.”A２:“我觉得必须具备良

好心理素质,能战胜恐惧,把握住自己的情绪,直升

机飞行过程中是很不稳定,所以只有心理素质过硬

才能进行专业的操作.”A５:“自己没有接受过专业

的直升机后送训练,在临时接受后送一名胃穿孔的

患者过程中因物品准备不全而无法完成操作,害怕

患者和医生对自己不信任,心理压力太大,好久不能

正常投入工作.”

２．４．３　职业素养　是直升机救援人员需要具备的基

本特质,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才能经得起考验.

A５:“要有责任感、要有能坚决完成任务的使命感,
这个也很重要.”A１０:“还得有牺牲奉献的精神,我
觉得生命至上的这种意念必须要有.”

３　讨论

３．１　知识和技术是高原高寒特殊环境下直升机救

援护士胜任救援任务的基本要求　本研究从参加过

高原高寒直升机救援医生、护士视角深入探讨救援

护士胜任力的特征要素,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访谈

中,访谈对象对知识和技能提及频次最多,说明专业

知识与技能是高原高寒地区直升机后送医疗人员最

受关注的能力,与国外对于飞行护士在理论、技能方

面的培训重视相一致,加拿大军队每年开设两期空

运医疗后送培训班,培训内容涵盖空运医疗后送基

础、战略空运医疗后送和战术空运医疗后送等,培训

周期为３２个训练日,采取小班教学方式[１４].而高

原高寒地区环境险恶,卫生防病任务重,医疗资源匮

乏,一旦发生灾害,救治难度大、病情复杂、伤势严

重.因此,除掌握基础医学知识技能外更应该掌握

高原高寒相关知识.

３．２　能力是高原高寒特殊环境下直升机救援护士

胜任救援任务的关键　能力是直升机救援护士重要

的隐形特征,是其他技能发挥的驱动力.在执行高

原高寒地区直升机救援任务时多从平原进入高海拔

地区,需要救援者适应高原高寒环境以及本次访谈

高频次得出的组织管理能力、护理风险预判能力、护
理决策能力、应急处置能力等.这些相较与平原救

援更具有挑战性,也是成功救治的必备条件.有研

究,来自不同专业的队员在非任务环境中模拟操作

和救援任务,通过改善领导力、沟通能力、团队合作

力等,可以有效防止错误行为的重复[１５].良好的交

流沟通、团队合作也可减少航空转运中不良事件的

发生[１６].果断的决策能力成为赢得存活时间的制

胜关键,良好的应急处置能力往往可以避免进一步

的损伤[１７].因此,具备良好综合能力的救援护士才

能达到效益与品质兼优的救援效果.

３．３　个人特质是高原高寒特殊环境下直升机救援

护士胜任救援任务的保障　对于高原高寒环境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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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需要救援者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来抵抗、适应;
需要积极乐观的心理品质和自我调适能力,在逆境

中最大限度地把自身掌握的知识和技能高质量的发

挥出来,为成功完成伤员后送任务做好保障.

４　小结

综上所述,高原高寒特殊环境下直升机救援护

士胜任力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决定救援任务完成的质

量,也是能否成功救援的关键性因素.本研究提炼

出的高原高寒地区直升机救援护士胜任力要素,可
使救援护士更加了解特殊地区救援后送的胜任力标

准,从而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同时也可为军队管理

者评估、培训和选拔特殊环境下直升机救援护士提

供理论依据,最终为提高航空医疗救援整体卫勤保

障能力,取得高原寒区作战胜利奠定基础.但本研

究仅局限于访谈医生和护士,未来可从管理者和患

者的角度进一步研究,获取更完整的信息,不断完善

胜任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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