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选

1.护理人员每年需按层级完成院级在职教育培训，以下正确

的是（D）

A.N1 级不少于 10 次

B.N2-N3 级不少于 8 次

C.N4 级不少于 6 次

D.N1 级不少于 8 次

E.N4 级至少 2 次

2.压力性损伤高危患者提供的护理措施错误的是（D）

A.使用气垫床

B.每２H 翻身１次

C.管理好大小便失禁

D.保暖

E.床单元平整整洁

3.压力性损伤上报，下列描述错误的是（E）

A.24H 内护理管理信息系统上报

B.责任护士上报

C.患者转归后病区质控员 PDCA 分析

D.院内发生压疮需要组织不良事件讨论

E.院外发生压疮需要组织不良事件讨论

4.病区护理质控自查及安全自查的频率（C）

A.每月 2 次、每月 1 次



B.每月 1 次、每月 1 次

C.每月 2 次、每周 1 次

D.每周 1 次、每月 2 次

5.交叉配血时，血标本采集量少于多少将导致拒收标本：（A）

A.2ml

B.3ml

C.4ml

D.5ml

6.从血库取回的血液制品应该在多少时间内开始输注（B ）

A.20min

B.30min

C.15min

D.60min

7.下列关于输血查对制度说法错误的是（C）

A.取血时应和血库发血者共同查对

B.输血前必须经二人核对无误后方可执行，并在医嘱单、交

叉配血单、输血单上签全名

C.输血过程中注意输血反应、输血完毕应保留血袋 4-48 小

时，以备必要时查对。将血袋上的条形码粘贴于交叉配血报

告单上，入病例保存

D.取血时应做到三查八对，在确定无误后方可取回

8.入院教育所要达到的行为结果是（E）



A.减少焦虑

B.减少恐惧

C.减少并发症

D.建立健康行为

E.建立遵医行为

9.健康教育的核心问题是改变个体和群体的（C ）

A.知识

B.态度

C.行为

D.价值观

10.下面哪项不是进行健康教育必须拥有的前提（C）

A.改变行为所需的知识

B.技能及相关服务

C.良好的心态

D.合理运用服务

11.健康教育质量评估的重点是 （A）

A.病人健康教育覆盖率与知晓率

B.病人知识掌握的程度

C.病人态度改变与否和行为取向如何

D.病人的学习需要是否得到满足

E.教学方法是否恰当

12.分级护理制度中以下描述错误的是（D）



A.依据《护理分级》（WS/T431-2013）,制定符合医院与专科

实际的护理分级制度

B.对护理分级相关制度有培训与考核，并落实

C.科室对护理分级制度落实情况定期进行自查，对存在问题

有改进措施

D.主管部门对护理分级制度落实情况可无检查与监管

E.持续改进有成效，根据患者病情与自理能力确定级别护理，

并落实到位

13.新冠肺炎患者早起主要的临床表现为（A）

A.发热、干咳、乏力为主

B.发热、乏力、嗅觉、味觉减退为主

C.发热、干咳、乏力及嗅觉减退为

D.发热、乏力及味觉减退为主

E.发热、咽痛及味觉减退为主

14.新冠核酸阳性率最高的标本是（D）

A.鼻咽拭子

B.咽拭子

C.血液样本

D.痰样本

E.尿标本

15.发现疑似或确诊新冠患者病例时（D）内进行网报

A.24 小时



B.12 小时

C.6 小时

D.2 小时

E.1 小时

16.新型冠状病毒灭活途径不包括（B）

A.对紫外线和热敏感，56℃加热 30 分钟能有效灭活病毒

B.可以用洗必泰(氯己定)消毒，能有效灭活病毒

C.75%乙醇能有效灭活病毒

D.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和氯仿等脂溶剂能有效灭活病毒。

E.乙醚能有效灭活病毒

17.请问 Branden 评分表中，属于高度危险的是（C）

A.15-18 分

B.13-14 分

C.10-12 分

D.<9 分

18.关于抢救设备及药品管理，下列描述错误的是（B）

A.科室应有保障常用仪器、设备和抢救药品使用的制度与流

程

B.护理人员应基本掌握急救设备的使用

C.主管部门对护理人员的培训和设备操作能力有检查与监

管

D.科室要建立自查，对存在问题有改进措施



19.实习、进修人员发生的护理缺陷或安排护理员进行其职

责范围外的护理操作中发生的护理缺陷，由（B）承担责任。

A.实习、进修人员

B.带教者

C.护理员

D.带教者及安排者

20.脑复苏时采取低温措施的主要目的是（A）

A.降低脑细胞需氧量

B.减轻心律失常

C.降低肌张力

D.防止患者烦躁

E.维持血液渗透压的正常

21.Morse 评估单≥（B）分，每班床旁交接，并填写评估单。

A.50

B.51

C.60

D.61

22.下列哪项对中心静脉压的影响最小（C）

A.静脉回心血量

B.静脉血管张力

C.肺动脉楔压

D.血容量



E.右心室排血功能

23.我院现在采用的是哪项跌倒风险评估工具（C）

A.STRATIFY

B.MFS

C.MORSE

D.BHENDRICH

E.THE Johnson Hopkins

24.病区管理护理人员对护士长管理满意度达标值≥（A）％

A.90

B.92

C.95

D.100

25.围手术期预防用药的时机为（ B ）

A.手术当天晨起

B.术前 0.5-1 小时

C.手术开始后立即给予

D.手术结束后立即给予

26.规范患者自带药品的管理与使用，主要是为了保障患者

用药的（ A ）。

A.安全

B.有效

C.经济



D.适当

27.特殊管理药品不包括（ A ）

A.戒毒药品

B.麻醉药品

C.精神药品

D.放射性药品

28.输液泵的流速显示的是：（C）

A.每一分钟的输液量

B.每一秒的输液量

C.每一小时的输液量

D.每 24 小时的输液量

29.ECG 可以测量以下哪些参数（A）

A.心率

B.血压

C.血氧

D.脉率

30.遇到机器报警问题应先要（A）

A.查看机器报警信息

B.拆机维修

C.接着使用



多选

1.护理人员人力资源动态调配方案制定依据（ABC）

A.护理级别比例

B.床位使用情况

C.患者病情特点

D.护士在岗人数

E.患者及医生需求

2.优质护理内涵指哪些( ABCDE )

A.改革工作模式

B.改革排班模式，弹性排班

C.全面落实职责

D.探索岗位管理

E.完善护理绩效考核

3.优质护理服务是指（ABCDE）

A.以病人为中心

B.强化基础护理

C.全面落实护理责任制

D.深化护理专业内涵

E.整体提升护理服务水平

4.二级防护主要防护用品（ACDE）

A.医用防护口罩

B.正压头套或全面防护型呼吸防护器



C.护目镜或防护面屏

D.一次性工作帽、穿防渗隔离衣或防护服

E.一次性乳胶手套或丁腈手套、鞋套等

5.下面带有锐器伤防护装置的安全器械有（ABC）

A.自毁式注射器

B.密闭式防针刺伤型留置针

C.针尖回缩式一次性输液器

D.普通注射器

6.职业暴露后处理正确的是（BCD）

A.使劲挤压伤口，尽量多挤出血液

B.依靠重力作用尽可能使损伤处的血液流出，禁止进行伤口

的局部挤压

C.有肥皂水和流动水进行冲洗后，用消毒液如 75%的乙醇、

0.5%的碘伏进行消毒

D.粘膜暴露可用生理盐水反复冲洗污染的粘膜，直至冲洗干

净

7.职业暴露后报告处理程序（ABCD）

A.报告科室负责人

B.填写职业暴露个案登记表

C.主管部门尽快评估职业暴露情况

D.24 小时内采取预防措施

8.以下哪种情况属于护理不良事件？（CD）



A.难免压疮

B.安全防护下的摔倒

C.药物不良反应

D.患者走失

9.腕带作为准确识别（ABCDE）的重症患者身份的一种手段

A.手术

B.昏迷

C.危重

D.神志不清

E.无自主能力

10.下列哪些患者需一级护理（ABE）

A.脑外伤昏迷

B.消化道大出血急性期

C.年老体弱，生活不能完全自理

D.胃大部切除术后四天，病情稳定

E.子痫病人

11.静脉输液时应注意查对（ABCDE）

A.液体名称及有效期

B.液体有无浑浊、变色、沉淀

C.一次性输液器有无过期

D.挤压软袋有无漏水

E.使用多种药物注意配伍禁忌



12.住院患者的健康教育内容包括（ABCDE）

A.医院规章制度

B.病区环境

C.相关治疗知识

D.相关饮食知识

E.术前术后宣教

13.各种急救药品、物品应做到五定（ABCDE）

A.定品种数量

B.定点放置

C.定人保管

D.定期消毒灭菌

E.定期检查维修

14.医院评审围绕(ABCDE),体现以病人为中心

A.质量

B.安全

C.服务

D.管理

E.绩效

15.监护仪常规界面显示参数有哪些：(AD)

A.ECG

B.IBP

C.CO2



D.SPO2

16.普通监护仪心电 ECG 有哪几种附件可以选用（ACD）

A.三导导联线

B.血氧主电缆

C.一体式心电导联线

D.3/5 导主电缆

17.输液泵报警的原因有哪些？（ABCDE）

A.液体输完

B.输液管进入空气

C.输液管阻塞

D.电压不足

18.不是治疗过敏性休克的首选药物是（ABCD）

A.糖皮质激素

B.扑尔敏

C.阿托品

D.去甲肾上腺素

E.肾上腺素

19.肠外营养制剂由( ABCD )等组成

A.氨基酸

B.葡萄糖

C.脂肪乳

D.维生素



20.肠外营养支持的禁忌症包括( ABCD )

A.胃肠功能正常者

B.不可逆昏迷病人

C.需急诊手术、术前不能因实施营养支持而延误治疗

D.心血管功能障碍或严重代谢紊乱需要控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