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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修订适合我国护士的留职意愿问卷。方法　采用文献回顾法、翻译及回译、专家咨询法等，形成６条目
的初始问卷；对１０４名护士实施测试后，检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结果　中文版护士留职意愿问卷由６个条目构成单维度问
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结论　修订的问卷为护理管理者了解护士留职意愿提供了适合的评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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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护士严重短缺的形势下，护士的招募和留任已经

成为护理管理者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２００１年在哥本哈根

召开的国际护士会议强调：留住护士是解决国际护士短缺

的关键［１］。国外相关学者研究显示，护士留职意愿是护士留

职的一个重要预测因子［２］，因此，了解影响护士留职意愿的

相关因素，可为护理管理者改进管理方式以及制定护士留职

的相关策略提供科学依据。目前国内对护士留职意愿的评

价缺乏科学有效的工具。国外学者Ｔｕｒｎｌｅｙ和Ｆｅｌｄｍａｎ［３］研

制的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ＱｕｉｔＳｃａｌｅ和ＪｏｂＳｅａｒｃｈ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ｃａｌｅ是

用于评估国外员工和护士的留职意愿的测量工具，但其是否

适合中国文化、能否用于评估我国护士的留职意愿还有待探

讨。鉴于此，本研究旨在以国外的护士留职意愿问卷为蓝

本，修订适合我国护士的留职意愿问卷。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护士留职意愿问卷结构　Ｔｕｒｎｌｅｙ和 Ｆｅｌｄｍａｎ［３］研制

的员工留职意愿量表包括离职意愿量表和求职行为量表，共

６个条目，量表以Ｌｉｋｅｒｔ５级计分法，从“绝对不可能”、“不可

能”、“不确定”、“可能”、“非常可能”，分别赋ｌ、２、３、４、５分，得

分越高，说明留职意愿越强烈。原始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

效度，已被国外学者用于护士留职意愿的研究。

１．２　中文版护士留职意愿问卷的修订

１．２．１　问卷的翻译　本研究首先取得了量表原作者Ｔｕｒｎ

ｌｅｙ教授的书面授权许可。为了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做到既

忠实于原文又符合中文表达习惯，本研究选择１名专业翻译

和２名具有双语能力的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在职护理人

员共同翻译。英译中由１名具有双语能力的人员完成；中译

英由１名专业翻译和另１名双语护师回译成英文，并将回译

文与原文进行分析比较后形成统一意见的英文回译版本。

经修订后形成的最终中文版护士留职意愿问卷，经上述方法

形成回译版后发给原量表 作 者 Ｔｕｒｎｌｅｙ 教 授，并 得 到

认可。　　　　
１．２．２　问卷的效度评估　表面效度的评估采用研究者与２
名护理专家和２名护士一起，对每一个项目的字面表达和语

句的可读性进行分析和修正；内容效度的评估采用逻辑分析

法和统计分析法。

　　逻辑分析法：选择５名护理专家对翻译的问卷进行表

面效度的评估。专家入选的标准：具有副教授或相当于副

教授以上职称；具有丰富的护理管理经验；熟悉测量工具的

发展和心理测量学特征测定的方法。按照事先给出的护士

留职意愿的定义，对６个条目与其表达的内容的一致程度，

按照４分法进行分析，“０”代表该条目与护士留职意愿一点

都不相关；“１”代表该条目必须经过修改否则不能与护士留

职意愿相关；“２”代表该条目与护士留职意愿相关但是仍然

需要改动；“３”代表该条目与护士留职意愿非常相关。相关

（“非常相关”及“相关但仍需改动”）的条目数占总条目数的

比例越高说明内容效度越好。

　　统计分析法：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分别评价各个条目

得分与其问卷总分的相关性，若相关系数没有统计学意义，

表示该条目与该领域关系不大，应予以剔除；如每个条目得

分分别与问卷总得分都有统计学意义，而且相关系数大于

０．５，说明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１．２．３　问卷的信度评价　采用内部一致性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

数测量。

１．３　调查对象和方法　调查时间为２００７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８
年１月。在进行调查前按照课题的设计先选取２家医院１２０
名护士进行问卷的信度与效度的评价，根据评价的标准最少

需要１００个样本，按照计算１０％～１５％的失访率并考虑剔除

部分无效样本，选取了１２０个样本。共发放问卷１２０份，回

收１１８份，有效问卷１０４份，有效回收率为８６．７％。１０４名被

调查对象分布在上海市１所三级甲等医院（５８名）和１所二

级甲等医院（４６名）。纳入标准：工作年限≥１年、无慢性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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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知情并同意参与本研究、正式编制的注册护士。由调查

者统一进行现场解释指导，问卷集中发放。调查对象自行填

写，当场回收。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进行数据双人双录入，数据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形成中文版护士留职意愿问卷　该问卷（表１）由６个

条目构成单维度护士留职意愿问卷，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５级计分

法，每个项目按１～５分计分，其中第２、第３及第６个条目属

于反向计分题，结果统计时调整为相反计分，量表总分为６
个条目的累计得分。得分越高，护士留职意愿越强烈。

表１　中文版护士留职意愿问卷

１．您继续从事护理工作的可能性

　　１绝不可能　　２基本不可能　　３不确定　　４可能　　５非常可能

２．如果有其他工作机会，您会考虑离开目前的护理工作岗位

　　１绝不可能　　２基本不可能　　３不确定　　４可能　　５非常可能

３．您努力寻求一份新工作的频率（如看报纸或广告中的信息，打电话询问，发放简历等）

　　１非常少见　　２偶尔　　３适中　　４频繁　　５非常频繁

４．您从来没有考虑离开护理岗位

　　１完全不同意　　２基本不同意　　３无法判断　　４基本同意　　５非常同意

５．您肯定不会在明年寻找一份新工作（非护理性质）

　　１完全不同意　　２基本不同意　　３无法判断　　４基本同意　　５非常同意

６．以下哪种陈述能够最清晰地反映您的想法

　　１您绝不可能离开护理工作岗位　　２您基本不可能离开护理工作岗位　　３无法判断　　４您可能离开护理工作岗位

　　５您绝对会离开护理工作岗位

２．２　问卷的效度评估　５名专家对中文版护士留职意愿问

卷的内容效度予以逻辑分析评价，结果如表２所示，可见相

关但仍需改动和非常相关的条目数占总条目数的比例为

９６．６７％（２９／３０），并且未出现“一点都不相关”的条目，表明

问卷的绝大多数内容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问卷的内容效

度统计分析评价如表２所示，可见问卷的６个条目与总问卷

得分均呈中度以上相关 （ｒ＞０．５０，Ｐ＜０．０１），表明此问卷的

内容效度较好。

２．３　问卷的信度评估　采用内部一致性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

测量信度为０．７６６，表明此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信度。

２．４　调查结果　本研究所调查的１０４名护士问卷得分

２．００～５．００（３．８２±０．６１），总分１２．００～３０．００（２２．９３±

３．６８），表明护士的留职意愿处于中等水平。

３　讨　论

３．１　中文版护士留职意愿问卷的效度分析　效度是量表测

量学特征的核心，是指某一研究工具能真正反映它所期望研

究概念的程度［４］。它主要是评价量表的准确度、有效性和正

确性，即测量值与目标真实值的偏差大小［５］。常用的效度指

标有内容效度及结构效度，本研究采用了以上２种指标对中

文版护士留职意愿问卷进行了效度检验，结果表明中文版护

士留职意愿问卷和原始问卷在表达内容上有较好的一致性。

３．２　中文版护士留职意愿问卷的信度分析　信度是指在相

同条件下对同一调查对象重复测量结果的一致程度，又称精

密度或可靠性，是衡量一个测量工具可靠性和有效性的重要

指标［６］。内部信度反映问卷条目之间的相关程度，又称内部

一致性，通常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一般认为α≥０．８为极

好，０．６≤α＜０．８为较好，α＜０．６为较差。内部一致性既是

一个信度指标，也是一个结构效度的指标［７］。本研究问卷的

内部一致性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７６６，表明中文版护士留

职意愿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信度。

表２　５名专家对中文版护士留职意愿问卷的内容效度评价

条　　目
一点都
不相关

必须修改
才相关

相关
但仍需改动

非常
相关 合计 与总分的

相关系数

您继续从事护理工作的可能性 ０ ０ ０ ５ ５ ０．５９９

如果有其他工作机会出现，您会考虑离开目前的护理工作岗位 ０ ０ １ ４ ５ ０．７５１

您努力寻求一份新工作的频率（如看报纸或广告中的信息， ０ ０ ０ ５ ５ ０．５９０

　　打电话询问，发放简历等）

您从来没有考虑离开护理岗位 ０ ０ ０ ５ ５ ０．８１６

您肯定不会在明年寻找一份新工作（非护理性质） ０ ０ １ ４ ５ ０．５８８

以下哪种陈述能够最清晰地反映您的想法 ０ １ ０ ４ ５ ０．７５２

合计 ０ １ ２ ２７ ３０

　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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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问卷的应用及意义

３．３．１　与护士工作满意度量表［８］联合应用　此问卷主要用

于评价我国护士的留职意愿现状。本研究１０４名护士的留

职意愿处于中等水平，但高留职意愿者（高分）与低留职意愿

者（低分）之间的差距也十分显著，最低分仅占最高分的

４０％，差距为６０％。这个结果体现了该问卷的鉴别力，也为

护理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锁定工作重点对象提供了方向。但

本问卷结果并不能揭示造成高（或低）留职意愿的可能原因

和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为此，作者建议，本问卷应与具有

良好的信、效度的护士工作满意度量表［８］联合使用。护士工

作满意度量表［８］是本课题组前期的研究成果之一，此量表包

括管理、工作负荷、与同事关系、工作本身、工资及福利、个人

成长及发展、工作被认可及家庭／工作的平衡８个因子，共３８
条目。目前此量表已得到国内同行的高度认可。

３．３．２　意义　国外研究发现，护士工作满意度与护士留职

意愿呈高度正相关［９１２］，而护士留职意愿是护士留职的一个

重要预测因子［２］，为此，在全球护士严重短缺的紧迫形势下，

护理管理者及时把握护士工作满意度及留职意愿水平显得

尤为重要，值得一提的是，已本土化了的护士留职意愿问卷

和护士工作满意度量表可以同时测评我国护士留职意愿、工

作满意度的水平及影响因素。其社会意义在于为我国护理

科研工作者、护理管理人员研究中国文化背景下护士的留职

倾向及其原因提供有效的测评工具，为我国卫生政策制定者

有效解决护士严重短缺及高离职率问题提供新的思路，从而

达到稳定护士队伍，早日解除我国卫生保健事业中因护理人

员的高离职率而导致的护理人力资源严重不足这一隐忧。

同时，两个测评工具协同作用可产生的理论意义也不可小

觑，即在分析护士留职意愿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构

建理论框架，形成“我国护士工作满意度及留职意愿”的理论

模型。理论模型的建立可为护理研究人员或医院管理者的

相关研究提供科学系统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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