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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讨服务型领导在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与护士创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为护理管理者构建创新促进型管理

模式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２０２３年７月,便利抽样法选取山东省１０所三级医院的临床护士１０３７名为研究对象,采用护士长

科研创新领导力量表、服务型领导量表、护士创新行为量表等对其进行调查.结果　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服务型领导、护
士创新行为总分分别为(４６．４８±１３．８１)分、(８３．７５±１７．０９)分、(７９．８６±１６．２０)分;护士创新行为得分与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

和服务型领导得分均呈正相关(均P＜０．０１),服务型领导在其余两者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４２．０３％).结论　护理

管理者应加强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培养,并将服务型领导理念融入日常管理中,以更有效地激发和强化护士创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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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explorethemediatingeffectofservantleadershipbetweenscientificinnovationleadership
ofheadnursesandinnovativebehaviorofnurses,andtoprovideatheoreticalbasisfornursingmanagerstoconstruct
aninnovationＧpromotingmanagementmodel．Methods　InJuly２０２３,atotalof１,０３７clinicalnursesfrom１０tertiary
hospitalsinShandongProvincewereselectedbytheconvientsamplingmethodandaquestionnairesurveywasconducＧ
tedwithademographicdataquestionnaire,theheadnurse’sScientificInnovationLeadershipScale,theServantLeaderＧ
shipQuestionnaireandtheNurseInnovativeBehaviorInventory．Results　Thetotalscoresofscientificinnovation
leadership,servantleadershipandnurses’innovativebehaviorwere(４６．４８±１３．８１),(８３．７５±１７．０９)and(７９．８６±
１６．２０),respectively．Thescoresofinnovativebehaviorofnurseswerepositivelycorrelatedwiththescoresofscientific
innovationleadershipandservantleadershipofheadnurses(P＜０．０１),andservantleadershipplayedapartialmediaＧ
tingrolebetweentheothertwo(themediatingeffectaccountedfor４２．０３％)．Conclusions　Nursingmanagersshould
strengthenthetrainingofscientificinnovationleadershipofheadnursesandintegratetheconceptofservantleadership
intodailymanagement,soastostimulateandstrengthentheinnovativebehaviorofnursesmore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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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创新行为是指护士为创新护理流程、方案、
政策或护理工具而突破各种障碍以促进患者健康的

过程[１].护理创新有助于护理学科的发展、护理质

量的提升,但目前护理创新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２].
因此,进一步研究护士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具有深

远的现实意义.有研究[３]表明,服务型领导可有效

促进创新行为.服务型领导是一种尊重员工个人意

识和价值观、关爱员工、促进员工发展的领导风

格[４],该领导风格已被引入我国护理领域[５].护士

长是与护士联系最密切的护理基层领导者.有研

究[６]表明,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是护士创新行为

的关键影响因素.但现有研究多探讨上述两个变量

间的关系,三者间的内在作用机制尚不明确.鉴于

此,本研究拟进一步探讨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和

服务型领导对护士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为护理管

理者提升护士创新行为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２３年７月,便利取样法抽取山东

省鲁西北、鲁中、鲁南的１０所三级医院的临床护士

１０３７名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１)工作时间≥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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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床在岗注册护士;(２)知情同意并自愿参加.排

除标准:(１)护理管理者(包括护士长);(２)近半年未

在岗(如培训、休假等)的护士.本研究已通过研究者

单位伦理委员会审批(KYLLＧ２０２３LW０５５).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１．２．１．１　一般资料调查表　自行设计,包括护士年

龄、婚姻、学历等.

１．２．１．２　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量表　该量表由马

珂珂等[７]于２０２３年构建,用于评估护士长在科研创

新领域的领导力,包含前瞻力、感召力、影响力、决断

力、控制力５个维度,每个维度均３个条目.采用

Likert５级评分法,从“非常不同意”或“从不”到“非
常同意”或“总是”分别赋值０~４分(其中条目１３的

选项内容为培训频次),总分０~６０分,得分越高表

示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越强.该量表在本研究中

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７７.

１．２．１．３　服务型领导量表(servantleadershipquestionＧ
naire,SLQ)　该量表改编自汪纯孝等[８]于２００９年编

制的企业公仆型领导量表,２０１２年沙莎等[９]在此基

础上构建了护理领域的服务型领导理论框架并修订

了量表的维度及条目,沙莎所在的研究团队验证了

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１０].量表包含甘于奉献

(３个条目)、关心护士(４个条目)、授权(３个条目)、尊
重护士(３个条目)、平易近人(３个条目)、促进护士发

展(４个条目)６个维度.采用 Likert５级评分法,从
“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值１~５分,总分

２０~１００分,得分越高表明服务型领导越强.该量

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９０.

１．２．１．４　 护 士 创 新 行 为 量 表 (innovativebehavior
inventory,IBI)　源量表由 Lukes等[１１]于２０１７年开

发,２０２１年由黄骊鸣等[１２]汉化,用于评估我国护士

创新行为能力.该量表包含想法产生与搜索(６个

条目)、计划交流与实施(５个条目)、获取人力资源

(３个条目)、克服障碍(３个条目)、临床应用(３个条

目)５个维度.采用 Likert５级评分法,从“非常不

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值１~５分,总分２０~
１００分,得分越高,表明护士创新行为能力越强.该

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８０.

１．２．２　资料收集方法与质量控制　采用“问卷星”线
上答题和纸质版问卷线下答题两种方式,经医院护

理部或科室同意后展开调研.所有问卷均由护士填

写,研究团队在答题前向其讲明该研究的纳入标准、
目的、问卷题目、填表截止时间,告知填写内容要真

实、自愿参与、独立匿名填写,并对参与者信息进行

保密.线上:由调查员在微信工作群发放问卷二维

码,答题全部完成后提交答卷,每个IP 仅能参与

１次.线下:由调查人员发放问卷并回收,双人录入

数据并交叉核对.线上共回收１０４８份,线下共回收

１９０份,合计１２３８份.剔除答题时间＜１００s、IP地

址来源省外和答案明显不符合逻辑的问卷,最终回

收有效问卷１０３７份,有效回收率为８３．７６％.

１．２．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２６．０统计软件,计
数资料采用频数、构成比描述,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

采用x±s表示.采用Pearson相关、多元线性回归

等进行统计分析.采用AMOS２６．０结构方程模型探

究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和服务型领导对护士创新

行为的影响路径,并检验服务型领导在两者间的中介

作用,Bootstrap检验为５０００次,检验水准为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临床护士的一般资料　１０３７名护士中,女９９６名、
男４１名;年龄２１~５２岁,平均(３４．６４±６．８３)岁,见表１.

表１　护士的一般资料[N＝１０３７,n(％)]

项　目 例数 项　目 例数

性别 职称

　男 　４１(３．９５)　 　护士 １７３(１６．６８)

　女 ９９６(９６．０５) 　护师 ４９５(４７．７３)
年龄(岁) 　主管护师及以上 ３６９(３５．５８)

　＜３１ ３３４(３２．２２) 工作年限(t/a)

　３１~４５ ６５２(６２．８７) 　＜１６ ８０９(７８．０１)

　＞４５ 　５１(４．９１)　 　１６~３０ ２１５(２０．７３)
婚姻 　＞３０ 　１３(１．２５)　
　未婚 ２１９(２１．１２) 来源地

　已婚 ８１８(７８．８８) 　鲁西北地区 ４３６(４２．０４)
学历 　鲁中地区 ５１３(４９．４７)

　大专及以下 １５４(１４．８５) 　鲁南地区 　８８(８．４９)　
　本科 ８５７(８２．６４)

　研究生及以上 　２６(２．５１)　

２．２　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服务型领导、护士创新行

为得分情况　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量表总分为

(４６．４８±１３．８１)分,服务型领导量表总分为(８３．７５±
１７．０９)分;护士创新行为量表总分为(７９．８６±１６．２０)
分,各维度得分见表２.

２．３　护士长创新行为 、服务型领导、护士长科研创

新领导力的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

显示,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总分与服务型领导得

分呈正相关(r＝０．７４９,P＜０．０１);护士长科研创新

领导力总分与护士创新行为总分亦呈正相关(r＝
０．６６８,P＜０．０１);服务型领导得分与护士创新行为

总分呈正相关(r＝０．６６２,P＜０．０１).

２．４　护士创新行为的回归分析　以护士创新行为量

表得分为因变量,以相关性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

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护
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和服务型领导共同解释护士创新

行为５０．５％的变异量,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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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

服务型领导、护士创新行为得分情况(n＝１０３７,分,x±s)

量表及维度 总分 条目均分

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量表 ４６．４８±１３．８１ ３．０９±０．９２
　前瞻力 ９．７０±２．７０ ３．２３±０．９０
　感召力 ９．５９±２．７８ ３．１９±０．９２
　影响力 ９．５９±２．７９ ３．１９±０．９３
　决断力 ８．８６±３．４６ ２．９５±１．１５
　控制力 ８．７４±２．９８ ２．９１±０．９９
服务型领导量表 ８３．７５±１７．０９ ４．１８±０．８５
　甘于奉献 １２．３８±２．７３ ４．１２±０．９１
　关心护士 １６．６３±３．５９ ４．１５±０．８９
　授权 １２．６６±２．５５ ４．２２±０．８５
　尊重护士 １２．６１±２．６４ ４．２０±０．８８
　平易近人 １２．７２±２．７１ ４．２４±０．９０
　促进护士发展 １６．７４±３．５５ ４．１８±０．８８
护士创新行为量表 ７９．８６±１６．２０ ３．９９±０．８０
　想法产生与搜索 ２４．１９±５．０５ ４．０３±０．８４
　交流与实施 ２０．０９±４．２３ ４．０１±０．８４
　获取人力资源 １２．２２±２．５９ ４．０７±０．８６
　克服障碍 １１．８５±２．６４ ３．９４±０．８８
　临床应用 １１．５２±２．８８ ３．８３±０．９６

２．５　服务型领导在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与护士

创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以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

为自变量,服务型领导为中介变量,护士创新行为为

因变量,采用 AMOS２６．０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拟

合,并根据模型修正指数对模型进行修正.最终结

果χ２/df 为 ４．１６４,拟 合 优 度 指 数 (goodnessＧofＧfit
index,GFI)为０．９５４,调整拟合优度指数(adjustedgoodness
offitindex,AGFI)为０．９３３,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index,CFI)为０．９８９,规范拟合指数(normedfitindex,

NFI)为０．９８５,相对适配指数(relativefitindex,RFI)为

０．９８１,增值适配指数(incrementalfitindex,IFI)为０．９８９,
均＞０．９０,似 误 差 均 方 根 (rootmeansquareerrorof
approximation,RMSEA)为０．０５５,模型拟合较好,服务

型领导中介作用拟合模型见图１.采用 Bootstrap
法进行５０００次重复抽样,计算得到中介效应的９５％
置信区间为０．３４９~０．６８８(不包含０),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０．００１),表明服务型领导在其余两个变量之

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４２．０３％,见表４.

表３　护士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１０３７)

项　目 b Sb b’ t P

常数　　　　　　　　 ２９．２２９ １．７７９ － １６．４３３ ＜０．００１
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 ０．４５９ ０．０３９ ０．３９２ １１．８７６ ＜０．００１
服务型领导　　　　　 ０．３５０ ０．０３１ ０．３６９ １１．１８７ ＜０．００１

　注:R２＝０．５０６,调整后R２＝０．５０５,F＝５２８．８９１,P＜０．００１

图１　 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服务型领导、护士创新行为关系模型

表４　服务型领导作为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影响护士创新行为中介变量的效应分析(n＝１０３７)

效应 路径 路径系数 估计值 SE ９５％CI P 效应比(％)

直接效应 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护士创新行为 ０．４０ ０．７０ ０．１１ ０．４８~０．９１ ＜０．００１ ５７．９７
间接效应 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服务型领导→护士创新行为 ０．２９ ０．５１ ０．０９ ０．３５~０．６９ ＜０．００１ ４２．０３
总效应　 － ０．６９ １．２１ ０．０６ １．０８~１．３３ ＜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３　讨论

３．１　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服务型领导、护士创新

行为现状分析　本研究中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得

分与总分中间值３０分相比,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高
于向丹等[６]研究结果.分析原因,可能与不同省份

及医院在科研创新领域的领导培训力度和体系差异

有关.进一步分析各维度得分显示,前瞻力得分最

高.前瞻力主要体现在对未来的深度洞察、科学预

见方面[１３],反映护士长对护理学科科研创新领域未

来趋势的高度敏感性.这一结果可能与医疗环境的

快速变化要求护士长主动预见趋势,而非被动应对

有关.控制力和决断力得分较低,依据这２个维度

的条目内容分析,护士长在提供相关资源、进行相关

培训和制订相关制度等方面存在不足.因此,建议医

院管理者完善资源支持体系、建立相关培训体系、优化

相关制度,以帮助护士长提升科研创新领导力.
本研究中护士长服务型领导得分与总分中间值

６０分相比,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与李彩等[１４]研究结

２１ 军事护理　２０２５年６月,４２(６)



果一致.其中,平易近人得分最高,这可能与护士长

多为女性有关,女性领导者在关注员工情感方面表

现更为突出;而甘于奉献得分最低,这一结果可能与

护士长的奉献行为难以被量化,缺乏组织认可机制有

关.这提示医院要采取措施使奉献行为可视化,传播

护士长奉献行为的正向案例,建立奖励机制.
本研究中护士创新行为得分与总分中间值６０分

相比,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略高于张艺等[１５]研究结

果.分析原因,可能与研究对象、测评工具的不同有

关,以及与国家近年来更加鼓励创新发展有关.其

中,获取人力资源得分最高,表明护士在推动创新时

更倾向于寻求他人帮助.分析原因,护理工作依赖

团队合作,团队协作文化可能自然延伸到创新活动

中.然而,临床应用得分最低,提示了创新成果在临

床应用中面临着多重障碍,这需要护士长主动把握

护士创新动态进展,为克服障碍提供针对性的支持

与服务,必要时与多部门协同合作,从而进一步推动

创新成果的实际应用.

３．２　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与服务型领导对护士创

新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　本研究显示,护士创新行

为与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服务型领导均呈正相

关(均P＜０．００１).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越强,护
士创新行为水平越高,这与向丹等[６]研究结果一致,
科研创新领导力强的护士长具有较强的发展团队科

研创新的意识和能力,能为团队创造良好的创新环

境.服务型领导越强,护士创新行为水平越高,这与

李红玉等[３]研究结果一致.服务型领导强的护士长

通过为护士创新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和服务、尊重护

士个人意识和价值观、关爱护士、帮助护士成长等,
促进了护士创新行为的发展.

３．３　服务型领导在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与护士创

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表明,服务型领导在护

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与护士创新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

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４２．０３％(P＜０．００１).这意味

着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护士创

新行为,还可以通过加强服务型领导间接促进护士

创新行为.在临床实践中,科研创新领导力强的护

士长通常拥有发展团队科研创新的意识,能为护士

开展创新活动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具备服务型

领导风格的护士长能关心护士并助力其发展.护士

长科研创新领导力的引导和服务型领导的介入共同

为护士创新成果的产出提供了有力保障.此外,依
据自我决定理论[１６],周围环境会影响护士的健康和

发展.当护士的需求得到满足时,可激发其内在动

机,使其充分利用创新资源.进一步而言,由于创新

行为受内在动机正向影响[１７],服务型领导的多维度

支持机制亦可激发护士的内在创新动机,最终促进

了其创新行为的产生.

４　小结

本研究验证了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力不仅直接影

响护士创新行为,还可通过服务型领导产生间接影响.
因此,护理管理者可以通过提高护士长科研创新领导

力,同时加强服务型领导来共同强化护士创新行为.但

本研究调查对象仅来自于山东省三级医院的护士,样本

代表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可通过随机抽样方法,
开展以护士长为调查对象的多省份、多中心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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