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中华护理学会 2021 年度科研课题申报指南 

 

中华护理学会科研课题应紧扣广大人民群众卫生服务需求，针对

护理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凝练出具有研究价值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

问题，探索护理科学发展的新理论、新模式、新方法、新技术、新产

品，鼓励跨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课题研究。 

课题申请人应当充分了解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发展现状与动态，

能领导一个研究组开展创新性研究工作；申请人应当按照课题申请书

撰写提纲撰写申请书，申请的课题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临床实用价值，

立论依据充分，学术思想新颖，研究目标明确，研究内容合理、具体，

研究方案可行。中华护理学会科研课题鼓励开展多中心合作研究，但

申报时仅限一个单位作为申报单位。资助期限为 2 年。 

中华护理学会科研课题申请代码 

护理管理学 HG 0101 

临床护理学 LH0201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管理和社区护理学 NC 0301 

老年护理学 LH 0401 

安宁疗护 AH 0501 



中医护理学 ZH 0601 

护理教育学 HJ 070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重大传染病防控与护理 CH 0801  



护理管理学 

HG 0101 

护理管理学课题主要资助护理管理实践中计划、组织、指挥、协

调、控制方面客观规律和方法学研究，其研究成果可为高效使用有限

资源进行护理管理提供理论和方法学支撑。 

护理管理学方向的研究旨在提高护理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和领导力，

加强护理管理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有效性，调动护士群体的积极性，

充分发挥护理人在健康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体现新时代护理人的

专业价值和社会价值。中华护理学会科研课题护理管理科学方向鼓励

在中国护理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凝练具有一定普适意义的科学问题和技

术问题加以研究，以不断丰富护理管理学的知识体系和技术体系；鼓

励开展具有原创性的研究。 

护理管理学研究课题强调运用“科学方法”来探索护理管理的客

观规律和技术方法，鼓励通过实验、客观观察和测量等手段获取“数

据”，也鼓励通过建模、计算、归纳、演绎等手段来分析与解释护理

管理现象，从而为护理管理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科学理论和方法学支

撑。鼓励引入经济学研究方法，合理控制医疗和护理成本。 

研究内容：在充分理解国家宏观卫生政策基础上，发挥政策在医

疗和护理管理实践中的最大效用，并实施有效评价，进一步提出改进

建议，为出台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针对复杂的护理管理流程和环



境，找出关键要素，优化流程，规范标准。建立客观精准的医院护理

人力资源配置方法，降低不良事件发生，保障患者和护士的安全。创

新新生代护理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建立多样化护理人力资源管理、运

行、分配、激励和绩效测评的机制。以“大健康”为理念，基于护士

的职业需求和自我需求，创新护士内生长模型，鼓励优质护理资源下

沉，拓宽护士群体职业成长之路，创新护理模式，探讨护理门诊、个

案管理、“互联网+护理”的护理模式，发挥护理人员在实现“健康中

国”目标中的核心作用。明确各级护理管理者的核心能力及其对改进

工作的重要意义，尤其促进管理者思维模式的改变，全面打造新时代

转换型领导者。探讨影响护士健康的积极因子和障碍因子，关注护士

健康问题，分析离职的组织因素并创新改进策略，探析和改良护理职

业环境的长效运作机制以及复杂动态环境下的协同创新机制。系统、

高效管理护理质量和患者安全，基于循证实践，引导重点关注结局质

量，创新方法和工具的实践、效果评价和推广。针对具体疾病或健康

问题的护理管理问题不属于护理管理学范畴，请在相关护理学领域申

报。 

护理管理学方向将优先资助促进优质护理资源下沉、围绕“健康

中国”建设目标延伸和扩展护理实践范畴、客观安全的护理人力资源

配置等方面的研究。 

  



临床护理学 

LH 0201 

临床护理学课题主要资助医院内各临床专科护理、基础护理、循

证护理等方面的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其研究成果可为提升临床护理

水平、解决患者生理、心理健康问题提供理论和方法学支撑。 

临床护理学研究课题强调运用“科学方法”探讨临床护理中健康

问题的发生发展规律和机制及其预测预防和干预方法，鼓励针对临床

护理中的实际问题，凝练出具有研究价值的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采

用科学方法，探索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研究内容：主要针对患者住院期间各临床专科领域诊疗护理过程

中护理相关健康问题的发生原因、机制、发生发展规律、转归等进行

深入研究。护理相关健康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各种医疗护理相关的并发

症、由于疾病和诊疗过程导致的各种生理心理症状和不适等。研究内

容包括护理相关健康问题的发生原因、机制和规律的研究；护理相关

健康问题尤其是并发症的预测、预防和早期发现方法和技术的开发和

验证研究，包括各种并发症的生物标记物研究；护理相关健康问题的

护理措施开发及效果验证研究。鼓励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数据科学和

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护理相关健康问题和并发症的预测、预防、早期

发现和干预方法的研究。临床护理学领域主要资助医院内住院患者护



理方面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非住院患者健康问题以及涉及中医护理的

研究请在其他学科领域申报。 

临床护理学方向将优先资助并发症的预测、预防和早期发现方法

和技术的开发和验证研究；护理相关健康问题的护理措施开发及效果

验证研究。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管理和社区护理学 

NC 0301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简称慢病）和社区护理学课题主要资助非急

危重期、非住院患者慢病的预防、管理、照护等方面的科学和技术创

新研究，其研究成果可为提升慢病的护理管理水平、提高慢病有效规

范管理率、降低慢病过早死亡率提供理论和方法学支撑。 

慢病管理和社区护理学课题强调针对慢病预防和管理过程中存在

的疑难瓶颈问题，凝练出具有研究价值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

运用“科学方法”探讨慢病预防和管理中健康问题的发生发展规律和

机制及其预测预防和干预方法。 

研究内容：主要针对各类慢病的疾病特征开展疾病预防（包括超

早期预防、一级预防、二级预防）、疾病管理、疾病恶化和并发症的

预测预防和早期发现、急重症后康复护理的理论和技术创新研究。研

究者可关注某一特定类型的慢病，亦可是对慢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

究。研究内容包括慢病的早期预防；慢病的居家和社区管理；慢病患

者疼痛、血糖、体重、血压等症状管理；慢病患者的生活方式管理；

慢病患者的心理健康护理；慢病患者的社会功能；慢病患者生理、心

理、社会等症状的自我报告、评估工具的研制；单病种慢病患者的健

康教育；慢病患者的延续性护理、随访管理；慢病高危人群的识别、

危险因素探讨；高危人群个性化干预方案的制定与评价；慢病管理领



域的精准护理研究；信息技术、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在慢病管理

中的应用；慢性病疾病管理相关新技术、新策略、新产品等的研发。

鼓励聚焦患者需求，以慢病管理为核心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以及在已有

研究基础上的连续性、创新性研究。慢病管理与社区护理学主要资助

非住院慢病患者的居家和社区管理，慢病患者住院和危重症期的护理

请在其他相关学科领域申报。 

慢病管理和社区护理学方向将优先资助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糖尿病和癌症的护理管理研究，尤其是采用大数据、5G 及互

联网、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进行个性化精准慢病管理的研究。 

  



老年护理学 

LH 0401 

老年护理学课题主要资助有关衰老与老年照护方面的科学问题和

关键技术问题的研究。 

老年护理学研究课题强调采用客观观测和测量等手段获取老年衰

老过程中生理、心理、认知和生活状态等方面的客观“数据”和主观

症状报告数据，运用“科学方法”对衰老规律和特征进行研究，理解

衰老过程中出现的功能衰退、症状及其与疾病易感和意外安全事件之

间的关系，探讨老年照护模式，促进积极老龄化。鼓励引入经济学研

究方法，探讨研究老年照护过程中的经济问题，合理控制老年照护成

本。 

研究内容：主要针对老年人特有的生理、心理、生活、社会问题

开展衰老机制、常见问题、疾病预防和管理、失能失智的预防与管理

等方面的理论和技术开发研究。在衰老机制和规律研究方面包括衰老

的社会、生理因素及衰老机制、延缓衰老的措施及效果评价；老年人

常见症状和问题的发生原因、机制、防控策略。老年安全管理主要包

括老年人跌倒、用药安全、坠床、噎呛等安全问题的危险因素、发生

机制、预防和护理干预研究以及相关预测、预警、防护系统的研究。

鼓励应用移动互联网和 5G 技术、可穿戴设备、移动终端、物联网技术、

区块链技术、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开展智能化老年照护和安全



防护方面的跨学科交叉研究。老年照护模式和政策研究主要探讨不同

区域、不同社会经济条件的老年照护模式，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可持

续医养结合、护养医康整合性照护、社区和居家养老、社区与家庭联

动养老等新型老人照护模式，包括政策法规、基本措施、体制机制等

方面的研究；老年护理服务机构的服务标准、规范管理及评价体系研

究；老年护理保险制度。老年护理产品研发包括对行动不便老人的智

能辅助照顾器具研发；看护辅助用具（智能床/智能轮椅）的智能响应

系统；针对老人/半失能老人的起居护理、健康监护、移动搬运等需求，

开展多学科合作的保姆型智能护理机器人研发；研发产品的养老应用

示范及成本效益研究。本方向仅资助与衰老有关的老年特有生理、病

理、心理问题及护理的相关研究，非老年人特有的健康问题如老年心

血管疾病的管理与护理以及老年护理人员培训等方面的研究请在其他

相关护理学科领域申报。 

老年护理学方向将优先资助促进健康老龄化、降低失能失智发生

率、老年智慧照护等方面护理理论与技术开发的研究。 

  



安宁疗护 

AH 0501 

安宁疗护课题主要资助以生命晚期患者及其家属为研究对象，涵

盖各疾病类型及各年龄层的生命晚期患者，旨在解决患者生理、心理、

精神和社会问题及其家属的需求而开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其研究成

果可为提高安宁疗护服务水平提供理论依据、技术支撑和实践指导。 

安宁疗护研究课题强调采用“混合研究”的方法，通过定性、患

者症状报告和客观测量等手段获取生命晚期患者生理、心理、精神及

社会方面的数据，同时关注患者家属的需求，探索患者生理、心理、

精神和生活等方面的变化规律和里程牌事件，开展缓解患者和家属临

终痛苦的探索性、开发性和实践性研究，为安宁疗护领域提供新理论、

新方法、新技术、新产品，提升生命晚期患者的生活质量，帮助患者

和家属平和地面对死亡。 

研究内容：安宁疗护是通过控制疼痛和其它不适症状，为生命晚

期患者及其家属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护和人文关怀等服

务，以提高患者生命质量，帮助其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世。研究

内容包括生命晚期患者常见躯体症状管理，可聚焦于某一症状的个体

化管理，也可探讨症状群的共性护理措施；生命晚期患者常见心理问

题的评估与干预；生命晚期患者的精神健康问题及干预对策；生命晚

期患者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与效果评价；不同年龄层人群死亡教育模



式；生命晚期患者照顾者的照顾负担与应对；安宁疗护伦理与法律法

规问题；安宁疗护照护模式和准入标准研究；安宁疗护服务评价体系

构建；安宁疗护工作者的心理健康研究；现代化信息技术在安宁疗护

中的应用；安宁疗护相关新技术、新产品等的研发。鼓励多学科交叉

研究及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的连续性、创新性研究。针对生命晚期患者

疾病管理和安宁疗护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请在相关学科领域申报。 

安宁疗护方向将优先资助安宁疗护创新服务模式和服务评价体系

的构建、本土化身-心-社-灵干预措施的开发和评估以及安宁疗护在老

年健康服务体系中的整合研究。 

  



中医护理学 

ZH 0601 

中医护理学主要资助中医护理理论、辨证施护方法和中医护理适

宜技术等中医传统非药物疗法在预防、保健、临床护理、康复、慢病

管理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其研究成果可以为实现未病先防、既病防

变、瘥后防复、提高生存质量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撑。 

中医护理课题鼓励针对护理中的实际问题，在中医护理实践的基

础上凝练出中医护理的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强调运用科学实验方法，

通过客观测量、患者自我症状报告等手段获取不同层面的数据，分析

和解释中医护理的理论问题，验证中医传统非药物疗法在预防、保健、

临床护理、康复、慢病管理中的作用并探讨其机制，以不断丰富中医

护理的理论知识体系和技术体系。 

研究内容：包括中医护理理论体系研究、中医护理适宜技术规范

化研究、中医护理专科专病研究、常见病症辨证施护研究、中医护理

情志研究、中医康复护理研究、中医饮食护理研究、中医起居护理研

究、中医音乐疗法研究、中医保健体育研究、中药用药护理研究、中

药外治法研究、中医护理预防保健研究、中医护理健康养老研究、中

医药健康服务体系研究等。鼓励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等技术开展中医护理相关研究。 



中医护理学方向将优先资助应用中医护理适宜技术解决常见健康

问题的规范化应用研究及其机制探讨，中医护理健康养老研究，中医

护理信息化、智慧化研究。 

 

 

  



护理教育学 

HJ 0701 

护理教育学课题主要资助以教育学理论为指导，通过揭示培养各

类护理专门人才的教育规律和教学原则，创新护理人才培养模式、教

学和学业评价方法和技术，其研究成果可为提升各层次各类型护理人

才质量提供理论和方法学支撑。 

护理教育学课题强调运用“科学方法”探索护理教育领域的客观

规律和技术方法。针对各层次（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各类型

护理人才培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凝练出护理教育和护理人才培养的

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鼓励采用科学方法分析与解释各层次各类

型护理人才培养的客观规律，预测护理教育发展趋势，提高护理人才

培养质量。 

研究内容：探讨在建设健康强国和教育强国背景下，根据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优化各层次（中专、高职高专、

本科和研究生）护理人才培养的结构；探讨医教协同背景下课程思政

教学元素与教学方式、护教协同育人机制、临床护理教学中的思政元

素及实施方法；卓越医师 2.0 计划背景下卓越护理人才的内涵、胜任力

模型和人才培养模式，包括高级执业护士、高级专科护士的培养和实

践范畴；探索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技术在教

学和教育管理中的应用，提升护生临床思维和临床实践能力，探索网



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的护理人才培养模式；针对大健康理

念和以现代信息技术、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科技革命

对护理人才需求的改变，探讨老年护理、安宁疗护、慢病管理、智能

护理、精准护理等专科护理人才培养的机制和模式。 

护理教育学方向将优先资助在“健康中国”战略和“大健康”理

念下护教协同育人机制的研究、课程思政和临床实践思政元素和实施

方式的研究、一流课程建设内涵和不同层次护理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重大传染病防控和护理 

CH 080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重大传染病防控和护理主要资助后疫情时代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重大传染病应急与防控体系和护理人员应对能力

方面的科学和技术创新研究，其研究成果可为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早期防控效果及重大公卫事件（传染病）患者护理和照护质量，降

低感染率和死亡率，建立有效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包括重大疫情）

的社会照护体系，提升社会照护系统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能力

和效果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重大传染病防控和护理的课题强调运用“科

学方法”来探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重大传染病防控和护理中的客观

规律和内在机制，鼓励通过实验、客观观察和测量等手段获取“数

据”，也鼓励通过数据挖掘、模型构建等手段来发现、分析和解释疑

难瓶颈问题背后的规律，从而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重大传染病防控

和护理提供科学理论和方法学支撑。 

研究内容：主要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受难者及重大传染病照护

流程或标准的建立、防护用品及技能研究、重症患者护理问题的原因、

发展规律与护理对策；基于基层和社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重大疫

情防控体系与运行机制、护理人员应急能力评价与培训体系建设、护

理人力资源调配与管理研究等。该领域主要资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



重大传染病防控和护理方面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

重大传染病防控和护理问题以及公共卫生护理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

探索请在其他学科领域申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重大传染病防控和护理方向将优先资助以下

领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重大传染病照护流程或标准的构建；“新

冠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疫情防控体系与应急管理体系的研究；基于基

层和社区的重大疫情防控体系与运行机制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