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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救援能力培训中标准化伤员胜任力要素的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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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了解烧伤救援能力培训项目的组训者对烧伤标准化伤员的能力需求,为未来烧伤标准化伤员的选拔、评价和

培训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２０２２年４－５月,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１５名烧伤救援能力培训项目的组训者进行半结构访谈,通
过Colaizzi７步法分析和整理访谈资料.结果　受访者对烧伤标准化伤员的胜任力要素需求可归纳为３个主题和９个亚主

题:理论知识(医学知识、烧伤专科知识、标准化伤员基本知识);技能(表演能力、评估能力、反馈能力);综合素质(职业素养、身
体素质、性格特征).结论　研究烧伤标准化伤员的胜任力要素,可能有助于未来对烧伤标准化伤员的招募、评价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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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伤救援能力提升需通过大量救援实践来支

撑.但是,平时烧伤伤员批量发生率低且医疗资源

相对丰富,伤员救护过程可控,对各救援队伍烧伤救

援能力提升效果有限[１],一旦面临灾难性烧伤事件、
批量烧伤伤员救援任务,可能存在应对能力不足等

问题[２].烧伤救援能力培训是提高非烧伤专科医护人

员烧伤救护能力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因而,有必要在灾

难发生前培养更多具有扎实烧伤救护能力的医护人员

作为储备力量.标准化伤员(standardizedwoundedsolＧ

dier,SWS)指经过标准化培训后,能逼真、反复、恒定地

模拟仿真实战伤伤员的健康人[３].有研究[４]表明,SWS
的推广应用,对救护人员能力或救护流程的改善有明显

效果.目前,烧伤SWS逐渐进入烧伤救援能力培训领

域,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使用效果及机制[５Ｇ６].本研

究旨在了解烧伤标准化伤员能力现况,为构建烧伤

SWS胜任力评价指标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２２年４－５月,采用目的抽样法

选取７所医院中近５年有烧伤救援能力培训经历的

组训人员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１)使用或观摩过

烧伤SWS;(２)具有军事演习或卫勤训练经验;(３)
知情同意,愿意真实表达在烧伤救援训练中使用或

观摩SWS真实体验与感受.样本量以访谈资料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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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饱和为止.共纳入 １５ 名访谈对象,年龄 ３２~
４８岁,工作年限３~３０年,受访者资料见表１.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确定访谈提纲　采用文献分析、小组讨论等

方法初步拟定访谈提纲,邀请来自医疗、护理领域的

３名专家接受面对面预访谈,根据访谈结果修订形

成最终访谈提纲.包括:(１)在烧伤救援训练中使用

或观摩SWS的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２)使
用或观摩过程中,您觉得SWS的优点和不足各有些

什么? (３)您认为在烧伤救援能力培训中使用的

SWS应具备的能力有哪些方面? (４)对未来在烧伤

救援能力培训中使用SWS能力特征有什么好建议?

表１　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

编码 性别
年龄

(岁)

工龄

(t/a)
职称 职务 最高学历

使用或
观摩烧伤
SWS的经历

N１ 男 ４７ ２６ 副主任医师 无 硕士研究生 使用过

N２ 男 ３３ ４ 主治医师 无 博士研究生 使用过

N３ 女 ４４ ２６ 副主任护师 无 硕士研究生 使用过

N４ 男 ３４ ６ 主治医师 无 硕士研究生 使用过

N５ 男 ４７ ３０ 副主任医师 科主任 博士研究生 观摩过

N６ 男 ３３ ５ 主治医师 无 硕士研究生 使用过

N７ 男 ３３ ３ 主治医师 无 博士研究生 使用过

N８ 女 ３５ １５ 主管护师 护士长 本科 使用过

N９ 女 ４２ ２５ 主管护师 护士长 本科 使用过

N１０ 女 ４５ ２８ 副主任护师 护理部主任 本科 使用过

N１１ 男 ４８ ２７ 副主任医师 院长 硕士研究生 使用过

N１２ 女 ３３ ５ 主治医师 无 博士研究生 使用过

N１３ 男 ４８ ２３ 副主任医师 科主任 硕士研究生 观摩过

N１４ 女 ４８ ２９ 副主任护师 护士长 硕士研究生 观摩过

N１５ 男 ４７ ３０ 副主任医师 院长 硕士研究生 使用过

１．２．２　资料收集　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以线下面

对面访谈及电话访谈为主.线下访谈地点选择在环

境安静的谈话室进行.访谈由１名具有质性研究经

验、经过正式培训的访谈者完成.访谈前向访谈对

象说明研究目的、保密原则、访谈所需大致时长及现

场录音或通话录音的必要性,征得其知情同意后进

行访谈并录音.访谈过程中对于面对面访谈对象,
时刻观察其非语言信息.对于电话访谈对象,着重

注意其语音、语调、语速以及停顿等.每名受访者访

谈１次,每次３０~６０min.

１．２．３　资料分析　访谈结束后２４h内,将录音资料

转录.从 N１~N１５依次编号以替代访谈对象的真

实姓名,使用 NVivo１１．０软件编码分析.２名经过

质性研究系统培训的研究者分别对录音资料进行整

理:第１名研究者进行访谈并转录,第２名研究者根

据录音再次核对转录内容,２名研究者独立完成资

料分析并形成主题,若对提取的主题存在异议,则咨

询质性研究护理专家讨论后确定.

２　结果

２．１　主题１:理论知识

２．１．１　医学知识　访谈对象认为,掌握一定医学知

识,熟悉异常生命体征的表现,对于提升烧伤SWS
伤情模拟效果起重要作用.如 N１:“要大致了解人

体解剖结构,体温、脉搏、呼吸的正常和异常情况,知
道烧伤或伴有器质性损伤时的表现.”N８:“如呼吸

急促,他应该知道呼吸急促的表现,他所模拟出来的

呼吸应该是又快又短,还有胸廓起伏等.”

２．１．２　烧伤专科知识　大部分访谈对象认为,具备

烧伤专科知识是区别于其他SWS的重要条件,如烧

伤分类与评估、烧伤救治及护理等.如 N９:“烧伤面

积不一样,深度不一样,烧伤部位不一样,伤员表现

都不会一样.”N１２:“如小面积浅Ⅱ度烧伤和Ⅲ度烧

伤,疼痛感觉就不一样.”

２．１．３　标准化伤员基本知识　部分访谈对象提及烧

伤SWS应清楚角色定位、工作内容、方式与流程、权利

与责任.如N６:“我觉得他应该知晓工作职责、流程,在
整个伤情模拟过程中他该履行的义务及权利.”N１０:
“他应该清楚工作内容及如何与医护人员配合完成任

务.知道自已扮演伤情,才能对过程有正确判读.”

２．２．　主题２:技能

２．２．１　表演能力　访谈对象认为,伤员的表演能力

在烧伤伤情再现中非常重要.如 N３:“有一定表演

能力的伤员,才能更好地表现战场环境中惊恐不安

的心理状态吧.”N１４:“疼痛或者吸入性损伤导致声

音嘶哑,都得依靠伤员声音、肢体动作、面部表情表

现出来.一旦治疗有效,伤员就可表现出疼痛减轻

的状态,给救护者以正向信息反馈.”

２．２．２　评估能力　访谈对象认为,SWS应具备一定

的评估能力,如观察、记忆、分析和判断能力等.如

N１０:“得有一定的分析和判断能力,知道自已模拟

的烧伤伤情按参训人员的处置后的流程.”N１３:“记
忆力得好,如果记不住救治过程,也无法继续表现.”

２．２．３　反馈能力　访谈对象认为烧伤SWS应该具

备客观、及时、准确和适度的反馈能力.如 N２:“作
为从头到尾的亲身体验者,他可以从体验者的角度,
对救护过程给予不一样评价与反馈.”N５:“外军的

SWS在配合训练前由专人进行任务布署会,每日训

练结束后复盘,反馈他们在模拟伤员时,接触到的救

护人员的行为.”

２．３　主题３:综合素养

２．３．１　职业素养　受访者认为,优秀的烧伤SWS应

在模拟伤情时表现出合作性、专业性、严谨性、可靠性

以及良好的共情力、理解力、接受能力和随机应变的能

力等.如N７:“表演时不能笑场或者走过场,也不能差

别对待,甚至提醒救护人员救护重点或流程.”N１４:“当
救护和预期不一时,他要有随机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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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身体素质　访谈对象认为,烧伤伤情模拟过

程中有一定的体力、耐力及面对计划外事件时的协

调灵敏度等.如 N４:“对于错误处置导致的躯体反

应,表演要及时,恰当.”N１１:“大面积重度烧伤伤情

重,处置时间相对也长,需要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
所以体力和耐力都要好.”

２．３．３　性格特征　访谈对象认为,烧伤SWS应具有

热情、奉献、服从、忠诚、情绪稳定等特点.如 N４:
“情绪管理能力很重要,不能不耐烦,也不能因为参

训人员的操作而出现负面情绪.”

３　讨论

３．１　烧伤SWS胜任力构成要素的特征与价值

３．１．１　不同层次的烧伤专科知识储备是烧伤 SWS
胜任力的有利支撑　基于医学与SWS基础知识,以
烧伤专科知识的储备做为初级SWS、中级SWS和

高级SWS的条件之一,可更好发挥不同层级SWS
的能力达到不同训练层次的目的.救治阶梯、受训

者资质与训练目标的差异,要求配合训练的SWS能

力水平不同.泰国以“OperationPetcharavut”为代

表的战场模拟训练中,医学生会在各种条件下遇到

损伤程度最小的SWS,也会遇到要害部位受伤、包
括有战斗应激综合症的 SWS[７].伤情不同,对于

SWS的知识储备要求不一样;另一方面,烧伤SWS
的层级晋升不仅有助于其目标制培养,利于人员稳

定;同时高级SWS对于中、低级SWS发挥指导、协
调作用,也利于SWS的团队建设[８].

３．１．２　表演、评估与反馈技能是烧伤SWS胜任力的

重要条件　SWS在进行伤情模拟时,适度的表演、
高逼真度的化妆以及动作的准确度都会对受训者的

操作甚至心理产生极大的影响[９].美国健康科学统

一服务大学将同一伤情设置为不同受伤背景,不仅

考验SWS的模拟、评估与反馈能力,也评价受训人

员灵活处理的能力[１０].烧伤SWS作为评估者不仅

需要更全面的培训,拥有模拟主题相关的经验和知

识也是获得可靠结果一个关键点[１１].

３．１．３　性格特征是烧伤SWS胜任力的隐性部分,影
响其行为及工作效能　烧伤救护中不论是创面处理

还是保持机体内环境稳态,都需要较长的时间;加
之,触诊带来的疼痛和不适、枯燥的等待和长时间的

被动体位、疲劳等均需SWS具有稳定的个人情绪、
良好的共情能力以及坚决服从安排的奉献精神,以
确保训练过程的顺利进行.有研究[１２]中报告,SWS
在模拟真实角色中,因采取不正常的身体姿势而产

生的疼痛和不适,以及因扮演情感要求高和创伤性

角色而产生长期压力、焦虑和抑郁情绪.虽然这些

负面影响可以预防,但也提醒我们关注烧伤SWS的

选拔条件,确保招募的SWS适合角色[１１].

３．２　烧伤SWS胜任力要素的应用价值

３．２．１　 指导烧伤SWS培训方案的制订　目前,用
于烧伤救护实训中的伤员,多由其他岗位人员临时

安排配合练习,或者直接指派医护人员进行伤员的

模拟,这样的方式给了伤员模拟者很大的发挥空间,
但并不利于模拟过程以及不同人员之间模拟的同质

性.明确烧伤SWS胜任力要素,以模拟烧伤伤情所

需的胜任力特征进行培训,侧重于以SWS为中心,
关注SWS在完成培训以及达到培训各个重要节点

时实际具备的能力,不仅有助于人员的个性化培训,
也利于实现其能力水平同质化管理的目标.

３．２．２　作为制订烧伤SWS评价指标体系的依据　
基于烧伤胜任力要素开发指标体系,不仅可以指导

用人单位选拔和培养烧伤SWS,并以此建立工作考

核标准;还可指导有意向未来从事烧伤SWS的人员

制订职业规划,明确薄弱环节和努力方向,不断进行

反思性学习,进行认识重构与知识的共同构建,从而

尽快达到较高的模拟水平,得到职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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