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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生营养知识、态度、行为调查 
王洋，佘淑娴 

（佛山市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广东 佛山 528200） 

 

【摘要】通对对临床护生的营养知识、态度和行为三方面调查分析，提出改善护生不良营养

行为的相应对策，以提高临床护生的营养状况，保证护理队伍的健康发展。方法 以南方医科

大学 6 所实习医院 2004 级本科生和与同医院实习的 2005 级专科生为研究对象进行 KAP 营养

问卷调查。结果 临床护生的身体素质基本正常，但偏瘦者（BMI＜18.5）占 35.63%。本科护

生的营养知识明显高于专科护生，p=0.03。营养态度和营养行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p

＜0.05。结论 在加强临床护生营养知识教育的同时，要加强营养态度和行为教育，培养护生

树立正确的营养态度，形成健康的营养行为，从而提高护理队伍的整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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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调查研究是 70 年代才开始在医学领域出现的

研究方法，最初用于家庭计划和控制生育，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人员将其用于人类

生活行为、吸烟、饮酒和性行为的调查及社会医学教育，并且已开始用于营养学方面
[1]
。大学

生是国家的栋梁，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后期，体格、心理和智力等各方面正趋向成熟，是长知

识和身体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良好的饮食习惯形成的重要时期，均衡合理的膳食营养是大

学生身体发育以及完成繁重学业的重要保障。中国大学生大都在 18-25 岁左右，他们正处在

青春期向壮年期的过渡阶段，是一生中生长发育最为旺盛的时期，生理和心理的变化较为复

杂，各器官机能逐渐趋向成熟期，脑力和体力的活动更频繁，思维能力活跃而敏捷，记忆力

较强。女大学生不仅身体发育需要有足够的营养，而且繁重的脑力劳动和较大量的体育锻炼

也需消耗大量的能源物质。因此，合理的饮食和营养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学习效率
[2]
。

本文旨在通对临床护生的营养知识、态度和行为三方面进行调查分析和探讨改善不良营养行

为相应对策，以提高临床护生的营养状况，保证护理队伍的健康发展。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以南方医科大学 6所实习医院 2004级本科生和与之同医院实习的 2005级专科生为研究对

象， 排除患有疾病者。调查的实习护生均为女性，学历：专科 43名、本科 43名；调查对象

的年龄 22.01±1.14岁，共发出问卷 100份，回收有效问卷 86份，有效回收率 86%。 

1.2  调查方法   

根据相关文献资料自行设计，经预调查、讨论修改而成。调查内容包括：①基本情况；

②营养知识；③营养态度；④营养行为，题型为选择题，共 32项。对 KAP问卷的评分采用赋

值法。知识题答对记 1分，答错、不知道或者未答记 0分，满分 10分；态度题按答案的顺序

A、B、C分别赋值为 2、1、0分；行为题按答案的顺序赋值为 0、1、2、3、4分，再累计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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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总和，分值越高说明营养知识、态度和行为越好。 

1.3  统计学方法    

将调查结果录入 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统计方法有描述性统计、t 检验、相关

性分析。 

2  结  果 

2.1  护生身体素质现状   

56.9%（49/86）的护生满意现在的身体状况，43.02%（37/86）的护生不满意现在的身体

状况。本次调查对象的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平均值为 19.33±1.69kg/m
2
，BMI

＜18.5者占 35.63%，BMI处于 18.5-25.5者占 64.37%， BMI＞25.5者人数为 0。 

2.2  营养知识、态度、行为  

2.2.1 营养知识 

本次调查护生营养知识的平均分为 9.57±0.76，实用性知识平均得分为 4.87±0.28，理

论性知识平均得分为 4.70±0.62。本科生营养知识部分平均得分为 9.74±0.44，实用性知识

平均得分 4.93±0.25，理论性知识得分为 4.90±0.29。专科生营养知识部分平均得分为 9.39

±0.95，实用性知识得分为 4.90±0.29，理论性知识得分为 4.58±0.78。实用性知识平均得

分无显著差异，在理论知识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见表 1。 

表 1  营养知识评分情况 

 n 理论性知识 实用性知识 平均分 

本科生 

专科生 

t值 

P值 

43 

43 

 

 

4.90±0.29 

4.58±0.79 

40．33 

0．014 

4.93±0.25 

4.90±0.29 

0．613 

0．697 

9.74±0.44 

9.39±0.95 

26．22 

0．032 

  

2.2.2 营养态度的情况  

本次调查护生营养态度平均得分 8.37±1.63，最低分为 3.34，最高分为 10 分。本科生

态度的平均得分为 8.22±1.56,专科生的平均得分为 8.52±1.71，两者无统计学意义，t=2.44，

P＞0.05。在有关自身营养关心程度方面，被调查者的得分较高；在“如果你知道你爱吃的食

物不健康你愿意放弃吗？”这题中，调查的回答反差较大，即使知道自己喜欢的食物不健康，

仍然有 20.94%的被调查不愿意放弃食用；表示不确定和愿意放弃的调查者所占比例一样多，

见表 2。 

表２  营养态度情况 

题目  例数 百分比（%） 

你平时是否关心自己的健康状况？ 

 

你认为饮食对身体健康重要吗？ 

 

关 心 

不关心 

重 要 

不重要 

83 

3 

84 

2 

96.51 

3.49 

96.67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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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知道自己的饮食是否符合营养要求吗？ 

 

如果你知道你爱吃的食物不健康你愿意放弃吗？ 

 

 

你愿意了解更多的营养知识吗？ 

 

 想 

不 想 

不愿意 

不确定 

愿 意 

愿 意 

不愿意 

83 

3 

18 

34 

34 

79 

7 

96.51 

3.49 

20.94 

39.53 

39.53 

91.86 

8.14 

 

2.2.3 营养行为的情况   

临床护生营养行为的平均得分 7.74±2.67，本科生的平均得分为 7.63±3.05，专科生的

得分为 8.00±2.30，两者无显著性差异，t=0.87，P=0.50。有 50%者平时存在挑食的现象。

最爱吃的食物以奶类最多，最不爱吃的食物以豆制品最多。在吃零食方面只有 2.33%者从来不

吃；63.95%者偶尔吃零食；33.62%者差不多每天都吃。临床护生选择零食以坚果类食品、饮

料、膨化食品、糖果、巧克力、果冻、谷类食物者较多。50%的护生会经常节约三餐的开支而

用来购买零食或其它东西的习惯。在购买食物首先考虑营养价值者为 23.26%；考虑习惯，注

重口味者为 58.14%，考虑价格者为 19.77%，考虑其他者为 2.33%。调查护生在医院 58.14%吃

三顿饭，主食 69.77%在医院购买，菜有 70.93%在医院购买。每周食用早餐 1-2次者占 5.81%，

3-4次者占 15.12%，5-6次者占 30.23%，6-7次者为 48.84%。早餐常吃的种类以面包、豆浆、

大米稀饭、奶制品、饼干为主。护生在医院的营养行为和医院的排班相关问题见表 3。 

表 3  营养行为与医院排班相关性题目 

问题   N值 百分比（％） 

在医院实习时，三餐是否按时？ 

 

在医院实习时，是否会因夜班而增加 

晚餐？ 

在医院实习时，是否会因夜班后睡眠而 

取消进餐？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49 

37 

59 

27 

60 

26 

56．98 

43．02 

68．60 

31．40 

69．77 

30．23 

 

2.2.4 营养知识、态度、行为的关系 

调查结果显示护生营养知识与态度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p=0.72。营养的态度和行为之间

有显著的相关性，p值为 0.03，小于 0.05。营养的知识和行为之间无显著相关性 p值为 0.58。

在本调查中营养态度和 BMI有显著的相关性，见表 4。 

 

表 4  BMI与营养知识、态度、行为四方面的相关性 

因素 BMI      营养知识 营养态度 营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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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I 

营养知识 

营养态度 

营养行为 

1 

-0.075 

-0．255
*
 

-0.074 

 

1 

0.061 

0.039 

 

 

1 

0.235
*
 

 

 

 

1 

备注：
*
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3 营养获得途径 

 

表5   营养获得的途径 

获得途径 ｎ值 百分比（%）  

书籍杂志 

网络 

报纸 

电视 

课堂讲课 

其他 

广播 

父母、亲戚和朋友讲解 

宣传栏 

70 

59 

56 

55 

51 

44 

37 

33 

16 

81.40 

68.60 

65.12 

63.95 

59.30 

51.16 

43.02 

38.37 

18.60 

 

3 讨  论 

居民营养状况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健康的营养饮食已成为人们

日益关心的问题。近年来，我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推广居民营养的科学化。女大学生正处于

青春中、晚期，均衡合理的营养对促进其身心发育，保证其身心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护

士的基本素质里面体态素质也是必须条件之一
[3]
。对于即将步入临床护理工作的临床护生更是

至关重要。与健康密切相关的营养密切的关系着她们现在或今后的身体素质。 

3．1  护生的身体素质   

调查表明，临床护生的 BMI＜18.5者占 35.63%，BMI处于 18.5-25.0 者占 64.37%， BMI

＞25.0 者人数为零。世界卫生组织的 BMI 分类为：BMI＜18.5 为体重过低;18.5≤BMI＜25.5

为正常体重;25≤BMI＜30 为肥胖前期
[4]
。这说明临床护生的身体素质基本正常，但偏瘦者也

占有相当的比重。当她们步入工作岗位后，也许这将成为护士队伍身体素质的隐患。在本次

调查过程中发现营养的态度和 BMI值有明显的相关性，t=0.07，P＜0.05。 

3．2  营养知识   

本科临床护生营养知识水平明显高于临床专科护生，由于南方医科大学护理本科实习生

在校期间曾学习过临床营养学专业课程，所以在理论营养知识方面得分明显高于专科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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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用性理论知识方面本专科无明显差异，这说明临床护生营养知识普及程度较高。在获得

营养知识途径方面，以读营养方面的书为主，随着现代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也有很大部分的

同学选择网络、电视等信息化产物作为获得途径。 

3．3  营养态度   

   大部分临床护生的营养态度良好，想了解营养学知识，也认识到营养对健康的重要性，但

涉及到是否愿意为了健康而改变饮食习惯时通过调查可看出 39.53％临床护生不能确定，

20.94% 的调查不愿意放弃食用。 

 

3．4  营养行为   

81.40%大多数学生的营养饮食行为不科学，饮食不规律、偏爱零食、不重视早餐问题比

较突出
[5]
，一是表现在不重视早餐质量，国内外营养专家普遍认为，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

餐，早餐摄入的能量和各种营养素应占全天的 25% -30%；二是表现在不吃早餐，大脑和红细

胞的能量靠血糖供应，上午血糖不足影响大脑和红细胞的正常功能。但早餐食用奶制品有了

更大的提高，但都是很是简单的早餐比如饼干和牛奶。营养知识和态度无相关性，营养态度

和行为者之间有相关关系， 营养教育不仅要传授关于食品选择会影响人体健康及寿命的正确

信息，而且要引导各种人群将营养知识用于日常生活
[6]
。 

4  建  议 

4. 1  改善营养态度   

在本次调查的营养态度方面，我们不难看出临床护生虽然临床知识掌握程度较高，但当

涉及到为健康改变其饮食习惯时，大部分调查者不愿意放弃。这说明：一是仅仅掌握营养知

识是不足的，提高营养态度才能改善护生的影响行为，提高护生的整体健康水平。二是临床

护生是年轻的医学工作者，还未意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健康也是建立在平时的健

康行为之上。三是学校期间没有学习过合理饮食的培训、宣传和指导，也没有将学习营养的

理论知识运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7]
。 

4. 2  医院饭堂膳食科学化   

在本次调查中不难看出，与临床护士工作同步的临床护生的食物都大部分来源所在实习

医院的饭堂，医院饭堂的膳食合理化关系与护生营养状况关系紧密
[7]
，也是关系到护生各种重

要营养素摄入。医院的有关部门应建立合理的食谱，依据医院的医护人员工作安排，调整饭

堂就餐时间，保证医护人员的营养摄入。卫生部门应研究学生的营养餐，以科学合理的营养

防止学生营养不良
[9]
。  

4. 3  合理的排班  

在营养的行为调查中，临床护生在实习期间有 43.02%不按时就餐，69.77%以上的护生会

因为夜班取消进餐。据报道，长期倒班对护士的身心健康，尤其是睡眠情况
[10]

，夜班使护士

内分泌规律发生改变，2d 夜班护士的皮质醇浓度显著升高，甲状腺功能增强
[11]

，对身体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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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影响。在临床实习过程中，护生与临床教员护士同步，也一样受到了的倒班影响，与此

同时作为临床实习生她们又肩负着学习的重任。因为临床护生的排班不仅仅关系到她们的学

习质量，更关系到她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实习医院应结合临床护生的学习和生活合理排班。 

结  论 

在加强临床护生营养知识教育的同时，要加强营养态度和行为教育，培养护生树立正确

的营养态度，形成健康的营养行为，从而提高护理队伍的整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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