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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緒言  

 

註冊護士 (病童科 )在不同的護理環境下 (包括但不限於醫院、診所、學

校、院舍、康復中心及社區 )照顧兒童及青少年的健康需要，服務社會

大眾。註冊護士 (病童科 )與家人及照顧者攜手合作，照料新生兒、嬰兒、

兒童及青少年。除了擔當兒童及青少年的正規照顧者，護士也要履行

促進健康、教育、輔導、倡護服務對象、統籌護理服務、管理和研究

等其他專業角色。  

 

本課程綱要是為病童護理課程提供指引。修畢有關課程並通過香港護

士管理局 (管理局 )認可的各項考試後，學員應具備所需核心才能，足以

提供安全、有效及合乎倫理的護理服務，方符合資格向管理局申請註

冊成為香港註冊護士 (病童科 )。  

 

II. 目的及目標  

 

為使課程靈活創新及切合需求，本課程綱要以概括的字眼編寫，務求

達到下列目的及目標：  

 

目的：  

 

1. 作為評核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以外地方受訓護士是否符

合資格成為註冊護士 (病童科 )的參考框架。  

2.  作為評審病童護理教育課程的參考基準。  

 

目標：  

 

1. 闡明制訂本課程綱要所依據的病童護理哲學。  

2.  重點說明病童護理學的核心元素，包括在三個健康護理層面及不

同醫護專科／情景提供專業護理的理論與實務，以及護理管理、

研究及專業發展。  

3.  訂明其他與病童護理學的相關科目 (例如溝通、社會和行為科學、

生物和綜合科學等 )的要求，以及法律、倫理及文化議題。  

4.  就不同科目在理論及實習方面的培訓時數作出建議，並就所需的

評核形式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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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病童護理哲學  

 

本節所載的病童護理哲學，概述我們對專業病童護理的性質及實務所

持守的信念，以及我們對個人、環境及健康的觀點。這套理念亦為制

訂向管理局註冊為病童科護士的教育課程及課程綱要，提供基本資料。 

 

護理是一門注重照顧關懷、協助建立能力、以知識為本，以及按才能

評核的專業，並會時加改進，以切合社會不斷改變的健康需要。護理

專業致力促進和維持市民健康，並且關懷病者及殘障人士作為個體或

處身家庭、羣體、院舍、家居環境及社會中的需要。  

 

護理工作以服務對象為本，實證為據，在基層、第二層及第三層醫護

層面提供護理服務。護理工作旨在透過解決問題，以及與服務對象、

其家人及其他醫護專業人員協作，界定並達成彼此協定的健康目標。  

 

要提供以服務對象為本並以家庭為中心的全人護理，必須在執行護理

過程時，運用以研究為基礎的專業知識及技巧，採取關懷和負責任的

態度，建立有效的溝通和人際技巧，以及恪守倫理原則。護理人員通

過持續進修護理教育，提升專業才能，使護理服務質素得以維持。  

 

病童護理是一門具獨特歷史、理念、知識及技巧的專業，致力促進、

維持和恢復新生兒、嬰兒、兒童及青少年的健康。註冊護士 (病童科 )

必須認識、尊重和回應兒童的個人特性，以及其得享安全、享受生活

和發揮潛能的權利。註冊護士 (病童科 )必須關顧兒童的生理、心理、社

交、發展、文化和心靈需要，並與家人攜手合作，為兒童提供最佳的

照顧。  

 

人是獨一無二的完整個體，具備透過與不斷轉變的環境互動而持續學

習和發展的潛能。每個人都有內在價值，有權參與作出影響本身生命

及尊嚴的決定，並必須時刻受到尊重。  

 

環境包括外在及內在元素，兩者不時轉變，形成正面及負面的壓力來

源。人的內在心境 (包括生理、心理、靈性及智力部分 )，與外在環境 (包

括社會、文化及處境的影響 )產生互動。這種持續的互動，影響每個人

作為個體及家庭、羣體及社會一份子的行為反應。締造和存護可持續

的環境，對維持和促進人類存活，至為重要。  

 

健康是一種良好狀態，在健康至患病的連續線上，每個人在不同時點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CB4QFjAAahUKEwiDm-u7kcLIAhWKppQKHZo-BSg&url=http%3A%2F%2Fwww.ouhk.edu.hk%2Fwcsprd%2FSatellite%3Fpagename%3DOUHK%2FtcSchSing2014%26c%3DC_NUR%26cid%3D1414094091606%26lang%3Dchi%26sch%3DNUR%26muid%3D1385172420019&usg=AFQjCNG1BXsjtmksmfrxWWI809W9NkWUwg&sig2=Vfsxqhh6qf7duROaRr0I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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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健康的觀感亦不盡相同。健康會受生理、心理、社會經濟、發展、

政治、文化及宗教因素影響。狀態良好程度，視乎每個人的內在，以

及與常變環境之間的互動，是否保持平衡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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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理論要求  

 

授課時數 (包括實習室時數 )概覽  

 

才能範圍 1：專業、合法及合乎倫理的護理實務  

項目  課題  最少時數  

1A. 與護理有關的普通科學、行為科學及生命科學  320 

1A.1.  人體解剖學、生理學及病理生理學   

1A.2.  健康社會學   

1A.3.  應用心理學   

1A.4.  基礎藥理學   

1A.5.  微生物學   

1A.6.  營養及飲食學   

1B. 專業護理實務  712 

1B.1.  護理專業   

1B.2.  安全施行基本護理實務： (詳情請參閱附錄 1)   

 I.  護理過程   

 II.  臨牀環境中安全施行護理實務所需技巧：   

 1.  提供安全舒適的護理環境  

2.  維持及促進職業安全與健康  

3.  編製護理記錄及報告  

4.  協助服務對象達到基本生活需要  

5.  協助服務對象進行診斷程序  

6.  施用藥物  

7.  急救處理  

8.  感染控制  

 

 

 III.  兒科護理的原則及實務：   

 1.  內科護理  

2.  外科護理  

3.  青少年護理  

4.  手術全期護理  

5.  康復護理  

6.  血液及腫瘤科護理  

7.  紓緩護理  

8.  精神健康護理  

9.  公共健康及社康護理  

10.  傳染病及相關護理  

11.  輔助和替代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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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範圍 1：專業、合法及合乎倫理的護理實務 (續 ) 

項目  課題  最少時數  

1C. 法律和倫理議題  40 

1C.1.  與護理實務有關的法律事宜   

1C.2.  信念、價值觀及習俗   

1D. 溝通  20 

1E. 個人權利及責任  (已包括在 1A.2 

及 1C.1 內 ) 

1F. 護理及醫療資訊科技  20 

才能範圍 2：健康促進及健康教育  

2A. 教育理論及方法  10 

2B. 健康的概念、健康教育及健康促進  40 

2C. 溝通  (已包括在 1D 內 ) 

2D. 個人權利及責任  (已包括在 1E 內 ) 

才能範圍 3：管理及領導  

3A. 管理理論、技巧及應用  20 

3B. 領導  5 

3C. 醫護政策  15 

才能範圍 4：護理研究  

4A. 在醫護環境中進行研究的基本知識  40 

4B. 評鑑和使用研究結果   

才能範圍 5：個人效能及專業發展  

5A. 個人效能  (已包括在 1A.3 內)  

5B. 專業發展  2 

5C. 建立及維持護理專業  6 

總計：  1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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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臨牀實習要求  

 

兒科護理的臨牀範疇  
最低實習要求  

(時數 ) 

1.  

內科護理  

例如：普通內科、心臟科、皮膚科、內分泌科、

新生兒科、呼吸系統科、腎科及泌尿科。  

血液及腫瘤科護理  

紓緩護理  

傳染病及相關護理  

例如：傳染病  

 

 

 

 

640 

2. 

外科護理  

例如：普通外科、心肺外科、耳鼻喉科、腦外

科、眼科、矯型及創傷外科、泌尿外科  

手術全期護理  

例如：手術全期護理、麻醉科  

 

 

 

 

240 

3. 青少年護理  160 

4. 精神健康護理  160 

5. 

康復護理  

公共健康及社康護理  

輔助和替代療法  

其他相關範圍  

例如：兒科基層護理、學校衞生、康復、門診

部  

 

 

 

 

200 

 總計：  1 400 

 

註 1：  臨牀實習期間，必須設有評核制度，評核學員的臨牀知識、技

巧、解決問題能力及專業態度。有關無菌技術、施用藥物及專

業護理才能的評核，必須有證可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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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牀評核指引  

 

1.  評核模式  

 

 評核學員臨牀才能所採用的模式為持續臨牀評核。持續臨牀評核

是一個持續進行的過程，學員會在臨牀實習期間，接受臨牀評核。

臨牀實習由五個部分組成，包括教學、示範、實習、意見反映及

評估。持續臨牀評核須涵蓋以下評核範圍。  

 

2. 評核範圍  

 

2.1 無菌技術  

 就學員為服務對象施行涉及應用無菌技術的護理程序的能力，進

行評核。有關程序可屬以下任何一項：  

  傷口換症／沖洗傷口／傷口填塞  

  褥瘡換症  

  移除引流管  

  拆除縫線／縫夾  

  導尿術  

  其他須應用無菌法原則的程序  

 

2.2 藥物的施用  

 就學員為服務對象施用藥物的能力，進行評核。有關程序可屬以

下任何一項：  

  給六至八名病人服用口服藥物：  

  錠片／膠囊／藥水／磨碎的錠片；或  

 

  透過以下任何一種途徑，為一至二名服務對象注射藥物：  

  皮內  

  皮下  

  肌肉  

  靜脈  

 

2.3 專業護理才能  

 就學員的評估技巧及應用護理過程方面為病人提供全人護理，進

行評核。所評核的主要才能包括：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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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劃  

  介入  

  成效評估  

  專業行為  

 

3. 評核員  

 

3.1 評核員擔當管理局代理人，負責核證學員能否在選定範疇的臨牀

情況下，安全地實踐護理工作。  

 

3.2 教育機構需負責為其開辦的護理課程委任臨牀評核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粗斜體數字是該科目的總時數。括號內數字為分項時數，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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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附錄  

附錄 1 

必修課題  

 

才能範圍 1：專業、合法及合乎倫理的護理實務  

項目  課題  最少時數 * 

1A. 與護理有關的普通科學、行為科學及生命科學  

 

320 

1A.1.  人體解剖學、生理學及病理生理學  

 

  人體細胞、器官及細胞器官的基本認識  

  主要身體系統的組成、結構、功能及相互

關係：  

 

1.  消化系統  

2.  心血管及淋巴系統  

3.  血液系統  

4.  皮膚系統  

5.  內分泌系統  

6.  泌尿系統  

7.  肌肉及骨骼系統  

8.  神經系統  

9.  眼系統  

10.  耳鼻喉系統  

11.  生殖系統  

12.  呼吸系統  

 

(180) 

1A.2.  健康社會學  

 

  轉變中的社會結構及醫療體制  

  社會、經濟、政治及文化對健康信念及患

病行為的影響  

  負面標籤  

  護理專業化  

  科技進步對健康信念及患病行為的影響  

 

(4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粗斜體數字是該科目的總時數。括號內數字為分項時數，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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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範疇 1：專業、合法及合乎倫理的護理實務 (續 ) 

項目  課題  最少時數 * 

1A. 與護理有關的普通科學、行為科學及生命科學

(續 ) 

 

 

1A.3.  應用心理學  

 

  心理發展及成熟過程  

  生命過程中的心理社交需要及個人潛能的

基本概念  

  性別及性別分型  

  健康心理學導論  

  學習理論導論  

  觀感  

  動機  

  情緒  

  壓力及應對  

  性格  

 

(40)  

1A.4.  基礎藥理學  

 

  藥物動力學的基本概念  

  主要藥物分類及藥效  

  藥物的形式及在服務對象護理中的應用  

  藥物治療及護理時服務對象的安全  

  藥物法例、規例及條例  

 

(有關計算、量度和施用藥物，以及相關護理和

責任的課題，請參閱附錄 2 “安全執行基本護理

實務 ”。 ) 

 

(20)  

1A.5.  微生物學  

 

  微生物學導論  

 

1.  微生物的性質  

2.  微生物的分類及辨識  

(3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粗斜體數字是該科目的總時數。括號內數字為分項時數，僅供參考。  

 

14 

才能範疇 1：專業、合法及合乎倫理的護理實務 (續 ) 

項目  課題  最少時數 * 

1A. 與護理有關的普通科學、行為科學及生命科學

(續 ) 

 

 

 3. 微生物的結構及特徵，以及細菌致病

性  

4.  傳染鏈  

5.  細菌的生長及生理學  

6.  抗微生物劑及抗病毒劑  

7.  消毒及殺菌  

 

  感染及免疫力  

 

1.  先天免疫力及後天免疫力  

2.  細菌及病毒病原體與相關疾病  

3.  黴菌病原體及寄生蟲感染  

4.  預防及控制傳染病：  

-  在社區  

-  在臨牀環境  

 

 

1A.6.  營養及飲食學  

 

  食物及營養的基本概念  

  成長和維持理想健康狀況所需的均衡飲食  

  治療性飲食 (歸納在附錄 3：內、外護理下

的 “治療措施 ”，涉及當兒童身體各系統出

現功能轉變時之有關疾病預防及健康復

原 ) 

  工業化、都市化及飲食習慣的轉變  

  食物選擇經濟學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粗斜體數字是該科目的總時數。括號內數字為分項時數，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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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範圍 1：專業、合法及合乎倫理的護理實務 (續 ) 

項目  課題  最少時數 * 

1B. 專業護理實務  

 

712 

1B.1.  護理專業  

 

  護理歷史  

  護理定義  

  護理哲學  

  護理理論及模式  

  護士的角色及職能  

  進階護理實務  

  法律和倫理議題 (詳情請參閱第 1C 項。 ) 

 

(4) 

1B.2.  安全施行基本護理實務 (詳情請參閱附錄 2) 

 

(190) 

(涵蓋第 I 及  

第 II 部分 )  I.  護理過程  —  以解決問題為方針  

 

 II.  在臨牀環境中安全施行護理實務所需技

巧：  

 

 1.  提供安全舒適的護理環境  

2.  維持和促進職業安全與健康  

3.  記錄及報告已施行的護理  

4.  協助服務對象達到基本生活需要  

5.  協助服務對象進行診斷程序  

6.  施用藥物  

7.  急救處理  

8.  感染控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粗斜體數字是該科目的總時數。括號內數字為分項時數，僅供參考。  

 

16 

才能範圍 1：專業、合法及合乎倫理的護理實務 (續 ) 

項目  課題  最少時數 * 

1B. 專業護理實務 (續 )  

 

 

1B.2.  安全施行基本護理實務 (續 ) 

 

 

 III.  兒科護理原則及實務：   

 1.  內科護理  (240) 

2.  外科護理  (95) 

3.  青少年護理  (28) 

4.  手術全期護理  (10) 

5.  康復護理  (30) 

6.  血液及腫瘤科護理  (30) 

7.  紓緩護理  (10) 

8.  精神健康護理  (25) 

9.  公共衞生及社康護理  (20) 

10. 傳染病及相關護理  (20) 

11.  輔助和替代療法  (10) 

 

 

 (有關個別課題的必修內容，請參閱附錄 2。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粗斜體數字是該科目的總時數。括號內數字為分項時數，僅供參考。  

 

17 

 

才能範圍 1：專業、合法及合乎倫理的護理實務 (續 ) 

項目  課題  最少時數 * 

1C. 法律和倫理議題  

 

40 

(涵蓋 1C.1 及
1C.2)  1C.1.  與護理實務有關的法律事宜  

 

   背景資料  

 

1.  香港法律制度導論  

2.  法律來源  

3.  法律分類  

4.  侵權法  

-  襲擊、毆打、非法禁錮、誹謗及詐

騙  

 

 

   與護理實務有關的法律議題  

 

1.  保密責任  

2.  對服務對象、公眾、專業及僱主的個人操

守和責任  

3.  轉承責任  

4.  同意  

-  形式及有效性  

-  未成年人的同意  

-  兒童、智障兒童及失去知覺人士  

5.  不遵從醫生勸告自行出院  

6.  見證  

7.  疏忽  

8.  法律責任  

9.  侵犯  

 

 

   法例  

 

1.  《護士註冊條例》 (第 164 章 ) 

2.  《精神健康條例》  

3.  《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4.  《防止賄賂條例》及廉政公署  

5.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6.  《醫院管理局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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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範圍 1：專業、合法及合乎倫理的護理實務 (續 ) 

項目  課題  最少時數 * 

1C. 法律和倫理議題 (續 ) 

 

 

1C.2 信念、價值觀及習俗  

 

 

 專業操守及護理倫理原則  

 

1.  專業的特點  

2.  個人價值觀、社會價值觀及專業價值觀  

3.  自主  

4.  公平  

5.  知情同意  

6.  監護  

7.  仁與不仁  

8.  不傷害  

 

 

   專業操守及現代倫理議題  

 

1.  實務守則：國際護士協會  

2.  《香港護士專業守則及倫理準則》：香

港護士管理局  

3.  不提供或撤去維持生命的治療  

4.  器官捐贈及移植  

5.  臨牀試驗  

6.  倡護服務對象  

 

 

   安全實務原則  

 

1.  風險預防及管理  

-  投訴管理  

-  職業安全與健康  

2.  實證為本實務  

3. 護理標準、指引及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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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範圍 1：專業、合法及合乎倫理的護理實務 (續 ) 

項目  課題  建議時數 * 

1D. 溝通  

 

20 

1D.1.  溝通理論及應用  

 

  基本溝通理論  

  治療性溝通  

  有效溝通及人際關係  

  與醫護團隊及醫護服務使用者溝通  

  協商技巧  

 

 

1D.2.  訪談及輔導  

 

  訪談及輔導原則  

  訪談及輔導技巧  

  在社區及醫護環境進行訪談及輔導  

 

 

1E. 個人權利及責任  

 

  權利及責任  

-  個人  

-  公民  

-  病人 (《病人約章》 )  

 

(已包括在  

1A.2 及  

1C.1 內 ) 

1F. 護理及醫療資訊科技  

 

20 

1F.1.  資訊科技導論  

 

 

1F.2.  資訊科技在護理及醫療中的應用  

 

  遙距醫療護理導論  

  護理及醫療的網上學習概念  

  資訊科技在護理研究中的應用  

  資訊科技在社區及醫護環境中的應用  

  知識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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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範圍 2：健康促進及健康教育  

項目  課題  最少時數 * 

2A. 教育理倫及方法  

 

10 

 教與學  

 

  教與學的定義  

  學習的類型及範疇  

  教學策略及教具的使用  

  教與學的過程  

  有效的教與學原則  

  臨牀的教與學策略  

  教學評估  

 

 

2B. 健康的概念、健康教育及健康促進  

 

40 

2B.1. 健康的概念及醫護服務架構  

 

  健康與患病的概念、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  

  醫護服務架構 :本地及世界各地  

  基層醫護服務  

 

 

2B.2. 健康教育及健康促進  

 

  決定健康狀況的因素：個人及全民  

  健康及疾病的流行病學  

  健康教育及健康促進工作的演變  

  健康教育及健康促進工作的模式  

  健康教育及健康促進工作的策略  

  護理實務中的健康教育及健康促進工作：
個人、家庭、羣體及社區  

 

 

2B.3. 健康教育及健康促進的現代議題  

 

  健康促進政策  

  健康生活模式、社區賦權及協作  

  醫療經濟學及醫護改革  

 

 

2C. 溝通  

 

(請參閱才能範圍 1 第 1D 項的溝通理論及技
巧。 ) 

 

已包括在  

1D 內  

2D. 個人權利及責任  

 

(請參閱才能範圍 1 第 1E 項所載的相關知識。) 

 

已包括在  

1E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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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範圍 3：管理及領導  

項目  課題  最少時數 * 

3A. 管理  

 

20 

 管理理論、技巧及應用導論  

 

  管理：理論及過程  

  資源管理：人力、財務及時間  

  危機管理  

  風險管理  

  品質管理  

  變革管理  

  護士作為服務對象及服務單位管理人  

 

 

3B. 領導  

 

護理及醫療中的領導  

 

  領導理論  

  建立團隊及羣體動力  

  激勵及發揮影響力的技巧  

  解決問題及決策技巧  

 

(綜合才能範圍 1 第 1D 及第 2A 項所載的溝通
理論、人際關係技巧及教育理論。 ) 

 

5 

3C. 醫療政策  

 

15 

3C.1. 醫療體制及趨勢  

(綜合才能範圍 2 第 2B.1 及第 2B.3 項所載的知
識。 ) 

 

 

3C.2.  制訂醫療政策  

 

  理論及過程  

  醫療經濟學  

  因應香港不斷轉變的社會及醫護需要而作
出的醫護服務革新  

  醫護服務發展的轉變對護理服務的影響  

  制訂醫護政策的政治及權力  

  護理中的倡導工作  

  醫療資訊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粗斜體數字是該課題的總時數。括號內數字為分項時數，僅供參考。  

22 

才能範圍 4：護理研究  

項目  課題  最少時數 * 

4A. 在醫護理環境中進行研究的基本知識  

 

40 

   研究過程導論  

 

1.  研究問題  

2.  文獻綜述  

3.  研究設計  

4.  倫理議題  

5.  數據收集  

6.  數據分析  

7.  發布研究結果  

 

 

4B. 評鑑和使用研究結果  

 

  研究評論的組成部分  

  結合研究與實務  

  使用研究結果的策略  

  以實證為本的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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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範圍 5：個人效能及專業發展  

項目  課題  最少時數 * 

5A. 個人效能  

 
(已包括在

1A.3 內 ) 

 自我、環境、壓力應對及適應轉變的知識  

 

  護士的個人素質及態度  

  培養正面的自我形象、態度、價值觀及信
念  

  自我意識及釐清價值  

  適應轉變  

  壓力及應對策略  

 

 

5B. 專業發展  

 

專業組織及深造機會的認識  

 

  與護理有關的專業組織簡介  

1.  香港護士管理局  

2.  本地護理組織  

3.  本地、國家及國際主要衞生及護理組織  

4.  香港的主要醫療、衞生及社會服務  

  各護理專科及持續進修機會簡介  

  職業前途策劃及發展  

 

2 

5C. 建立及維護護理專業  

 

達至專業水平  

 

  專業的特點  

  敏銳的政治觸覺  

  建立備受社會尊重的護理專業：  

－  發展能幹自信的專業形象  

－  提供優質服務  

－  參與社會活動  

－  建立專業聯繫  

－  推廣專業卓越的表現  

－  執行以實證為本的實務  

 

(綜合才能範圍 1 第 1C.2 項所載的知識。 )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粗斜體數字是該課題的總時數。括號內數字為分項時數，僅供參考。  

24 

附錄 2 

「安全執行基本護理實務」的必修課題  

 

項目  課題  最少時數 * 

I.  護理過程  －以解決問題為方針的護理  

1.  評估：  

作以下的全面的健康評估  

  個人：  

-  生理方面  

-  心理社交方面  

-  心靈方面  

  家庭  

  社區  

2. 策劃  

3.  推行  

4.  成效評估  

 

(2) 

II.  在臨牀環境中安全執行護理實務所需的護理技巧  

 

 

 1.  確保為服務對象提供安全舒適的護理環境  

1.1.  病房／臨牀服務單位  

  組織病房／服務單位的活動  

  提供安全舒適的實際環境：  

-  準備和備存臨牀必需品  

-  病牀／嬰幼兒牀  

-  設備、被服及臨牀用品  

-  醫療氣體及化學物質  

-  食物及藥物  

 

1.2.  感染控制  

  感染原、感染風險及醫院內感染

的概念  

  感染控制原則  

  與護理實務有關的感染控制  

  感染控制政策及實務：  

-  個人防護裝備  

-  內科及外科無菌法  

-  隔離預防措施  

-  處理醫療廢物  

  常見抗菌劑及消毒劑的使用  

 

(16) 

(涵蓋課題第

1、 2 及 3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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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題  最少時數 * 

II.  在臨牀環境中安全執行護理實務所需護理技巧

(續 ) 

 

 

 2.  維持和促進職業安全與健康  

2.1.  風險評估及管理  

 

2.2.  人體力學及預防背部勞損  

 

2.3.  預防在臨牀環境中發生意外和受傷的

措施  

 

 

 3.  護理記錄及報告  

3.1.  目的  

 

3.2.  記錄的種類  

 

3.3.  原則及方法  

 

 

 4.  協助服務對象達到生理心理社交需要  

4.1.  達到安全的需要  

  風險評估  

  對需要特別保護及照顧之兒童的

護理  

  預防自殺的措施  

 

4.2.  達到下列處境的心理社交需要：  

  住院期間  

  各個患病階段  

  恐懼、焦慮及抑鬱時  

  自我概念紊亂時  

 

4.3.  維持體溫  

  降低／提升體溫的方法  

  發熱及低溫者的護理  

 

4.4.  促進衞生  

  個人衞生  

  舒適清潔  

  保持皮膚完整無損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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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題  最少時數 * 

II.  在臨牀環境中安全執行護理實務所需護理技巧

(續 ) 

 

 

 4.5.  促進休息和睡眠  

  睡眠性質及睡眠周期  

  睡眠模式的改變  

  促進休息和睡眠的技巧  

 

4.6.  協助紓減痛楚  

  痛楚理論及痛楚傳遞  

  評估和治理痛楚  

 

 

 4.7.  達到呼吸的需要  

  維持呼吸道暢通的方法  

-  插入導氣管  

-  使用抽吸器  

  基本呼吸治療措施  

-  輸氧法  

-  吸入法  

  協助服務對象進行：  

-  呼吸及咳嗽運動  

-  體位引流  

 

4.8.  達到活動的需要  

  行動不便及需要長期臥牀的成因  

  身體對行動不便的反應  

  預防行動不便及長期臥牀的併發

症  

  輔助行走器材的使用及行動自如

服務對象的護理  

  移動和抬起使用／沒有使用輔助

活動器材的服務對象  

-  病牀上  

-  病牀與輪牀／椅子／輪椅之

間  

  物理治療原則  

  職業治療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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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題  最少時數 * 

II.  在臨牀環境中安全執行護理實務所需護理技巧

(續 ) 

 

 

 4.9.  達到攝取液體及營養的需要  

  影響食物及液體攝取量、飲食模

式及營養狀況的因素  

  評估服務對象的營養狀況、飲食

及液體攝取量的方法  

  達到人生每個階段的特別營養

需要  

  推廣母乳餵哺  

  維持液體及營養均衡的方法：  

-  調節口服液體攝取量  

-  施行靜脈輸液療法  

-  施行靜脈輸入／高營養療

法／輸血  

-  預備食物和協助進餐  

-  餵飼不能自行進食者  

-  施行腸道／導管餵飼   

-  監察攝取量及排出量  

 

 

 4.10.  達到排便的需要  

  正常排便模式  

  影響排便的因素  

  辨識排便問題  

  維持定時排便模式  

  觀察糞便和收集樣本  

  協助服務對象使用排便器具  

-  使用便桶／便廁椅  

-  給予及移走便盆  

  採取護理介入措施，處理便秘、

嵌塞和腸胃氣脹  

-  塞入栓劑  

-  使用灌腸劑  

  對腹瀉者的護理  

  對大便失禁者的護理  

 

 

項目  課題  最少時數 * 

II.  在臨牀環境中安全執行護理實務所需護理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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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題  最少時數 * 

(續 ) 

 

 4.11.達到排尿的需要  

  影響排尿的因素  

  排尿問題  

  尿液的特性  

  收集尿液樣本  

  尿液分析  

  促進控制排尿的能力  

  失禁者的護理  

  排尿異常：瀦留及失禁  

-  導尿術：男性及女性  

-  對留置導尿管者的護理  

-  對插有進行膀胱引流者的

護理  

 

 

 4.12.促進性健康  

  性與性教育  

 

 

 4.13.促進心靈健康  

  心靈需要  

  靈性概念及靈性關懷  

  護士在靈性關懷方面的角色  

 

 

 4.14. 幫 助 兒 童 及 其 家 人 面 對 喪 失 與 悲

痛、死亡與臨終  

  有關喪失與悲痛、死亡與臨終的

概念和理論  

  臨終者及哀傷家人的照顧  

  處理遺體  

  哀傷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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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題  最少時數 * 

II.  在臨牀環境中安全執行護理實務所需護理技巧

(續 ) 

 

 

 5.  協助服務對象進行診斷程序  

5.1.  進行身體檢查及診斷程序之全期護
理職責  

  造影程序  

-  普通 X 光檢查  

-  使用造影劑的 X 光檢查  

-  使用放射性物料的 X 光檢

查  

-  超音波掃描  

-  掃描  

-  磁力共振掃描  

  內視鏡檢查  

  化驗診斷程序  

-  活組織檢驗  

-  腰椎穿刺  

-  體腔抽吸  

-  內分泌功能測試  

-  收集樣本  

  電子圖表診斷  

-  心電圖  

-  腦電圖  

-  肌電圖  

-  超音心動圖  

-  肺功能測試  

 

(25) 

(涵蓋課題第

5、 6 及 7 項 ) 

 6.  施用藥物  

  原則  

  專門用語  

  藥物治療的計算  

  施藥途徑、方法及技巧  

  按照相關藥物管制條例訂購、貯

存、保管和記錄受管制藥物  

  護士及醫護團隊其他成員在施

藥方面的責任  

  服務對象在服用藥物方面的權

利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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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題  最少時數 * 

II.  在臨牀環境中安全執行護理實務所需護理技巧

(續 ) 

 

 

 7.  急救  

7.1.  導論  

  目的  

  原則  

  評估傷病者情況  

  移動和扶抱傷者的方法  

  各類繃帶及夾板的使用  

  臨時製作用具和運用現場可用

的物料  

 

 

 7.2.  各種情況的急救處理  

  創傷護理－  

-  傷口  

-  出血  

-  休克  

  燒傷及燙傷  

  熱／凍傷  

  肌肉及骨骼損傷  

-  扭傷  

-  勞損  

-  脫臼  

-  骨折  

  不省人事  

-  失去知覺  

-  痙攣及抽搐  

  咬傷及螫傷  

  異物  

  哽塞  

  窒息  

  遇溺  

  中毒  

 

 

 7.3.  心肺復甦法  

  新生兒、嬰兒、兒童及青少年的

基本維生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粗斜體數字是該課題的總時數。括號內數字為分項時數，僅供參考。  

31 

項目  課題  最少時數 * 

III.  兒科護理原則及實務  

 

(518) 

 A.  護理原則  

a.  家庭為本護理  

b.  避免造成創傷的護理  

 

B. 兒童護理的特別關注事項  

a.  成長及發展 (生理、心理及社交方面 ) 

b.  安全與保護 (虐兒 ) 

c.  兒童權利  

d.  遊戲治療  

 

(涵蓋課題第 1

至 11 項 ) 

 1.  兒童身體各系統出現功能轉變時之有關

預防疾病及恢復健康的內科護理  

  常見的失調及其病因  

  常見失調的患病率及發病率  

  特別檢查及治療模式  

  預防疾病／促進健康／治療疾

病／康復護理的評估、策劃、推

行及成效評估  

 

(240) 

 2.  兒童身體各系統出現功能轉變時之有關

預防疾病及恢復健康的外科護理  

  常見的失調及其病因  

  常見失調的患病率及發病率  

  特別檢查及治療模式  

  預防疾病／促進健康／治療疾

病／康復護理的評估、策劃、推

行及成效評估  

  傷口護理  

 

(95) 

 3.  青少年護理  

  影響營養及體重的常見狀況  

  身心疾病  

  婦科失調  

  特別檢查及治療模式  

  性與少女懷孕  

  性病  

  服用和濫用藥物  

  心理社交問題及憂慮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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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題  最少時數 * 

III.  兒科護理的原則及實務 (續 ) 

 

 

 4.  手術全期護理  

  手術的心理社交及生理影響  

  一般術前、術中及術後護理  

  麻醉的原則及相關護理  

  手術全期環境  

  樣本處理  

  痛楚治理  

  傷口癒合及手術部位感染  

  預防術後併發症  

  感染控制  

  除污、消毒及滅菌的原則  

 

(10) 

 5.  康復護理  

  兒童康復護理的原則  

  全面評估  

  促進自我護理  

  跨專業模式的康復護理  

  康復護理的社區資源  

  出院規劃  

  殘疾兒童的家居護理  

  適應家居、學校及社區環境  

 

(30) 

 6.  血液及腫瘤科護理  

  兒童血液及腫瘤科護理的原則  

  常見的兒科腫瘤及血液學疾患  

  癌病兒童及其家人的照顧  

  與兒童血液及腫瘤科護理和善

終服務有關的法律及倫理問題  

  腫瘤科急症  

  接受化療及／或放射治療兒童

的護理  

  造血幹細胞移植  

  防護隔離  

  兒科腫瘤外科護理  

  兒童癌病康復者的長期跟進及

生活質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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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題  最少時數 * 

III.  兒科護理的原則及實務 (續 ) 

 

 

 7.  紓緩護理  

  兒童紓緩護理的原則  

  倫理議題  

  溝通及輔導技巧  

  徵狀紓緩和身體護理  

  痛楚治理  

  心理和社交輔導、靈性關懷  

  悲痛及哀傷輔導  

  善終照顧  

 

(10) 

 8.  精神健康護理  

  兒童精神健康護理原則  

  常見的精神問題  

  照顧及治理各樣有精神健康問

題的兒童及其家人  

  全面評估  

  精神藥物治療及使用  

  患精神問題兒童的康復  

  法律及倫理議題  

 

(25) 

 9.  公共衛生及社康護理  

  兒童公共衛生及社康護理原則  

  全面評估  

  家訪及家居護理  

  健康教育及促進  

  協調跨專業的護理工作，以達到

兒童及其家人的需要  

  社區支援及網絡  

  由護士主導的診所  

  公共衛生護士在解決兒童健康

需要方面的角色及責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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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題  最少時數 * 

III.  兒科護理的原則及實務 (續 ) 

 

 

 10.  傳染病及相關護理  

  患傳染病兒童的護理及治理原

則  

  預防和控制疾病爆發  

 

(20) 

 11.  輔助和替代療法  

  健康的概念及理論  

  診斷及治療方法  

  中藥材的基本概念  

  中醫藥護理的範圍及原則  

  輔助和替代醫學的特點  

  常見現代治療系統及方法導論  

 

(詳情請參閱附錄 3。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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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主要身體系統的課題及相關內容概覽  

(下表內容並非詳盡無遺，應不時予以檢討 ) 

 

身體系統  特別檢驗  治療措施  常見疾病  現代治療藥物及護理時需

注意事項  

1.  消化  造影程序  

  上消化道造影檢查  

  腹部 X 光檢查  

  腸曲顯像  

  EHIDA 掃描  

  Meckles 掃描  

  肛門直腸測壓  

 

內視鏡檢查  

  食道、胃、十二指腸內視

鏡檢查  

  結腸內視鏡檢查  

 

活組織檢驗  

  直腸活組織檢驗  

  肝活組織檢驗  

 

其他  

  食道酸鹼值測定  

  鋇影吞嚥檢查  

 

程序  

  食管擴張術  

  胃底形成術  

  顯影劑灌腸  

 

內科治療  

  腸胃道外營養療法  

 

外科治療  

  腸切除術  

  胃造口術  

  迴腸造口術  

  結腸造口術  

 

護理管理  

唇及顎  

  唇裂  

  顎裂  

 

食道  

  食道閉鎖  

  氣管食管瘻  

 

胃及十二指腸  

  膈疝 /橫膈膜疝  

  胃食道逆流  

  胃腸出血  

  幽門狹窄  

  十二指腸閉鎖  

  裂腹畸形與臍疝氣  

 

腸  

  迴腸閉鎖  

  膽道閉鎖  

  膽總管囊腫  

  腸扭轉  

  短腸綜合症  

  腸套疊  

  闌尾炎  

  巨結腸症  

  肛門閉鎖  

  克隆氏症  

  疝  

防止反流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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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系統  特別檢驗  治療措施  常見疾病  現代治療藥物及護理時需

注意事項  

  壞死性小腸結腸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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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系統  特別檢驗  治療措施  常見疾病  現代治療藥物及護理時需

注意事項  

2. 心血管及淋

巴  

血液測試  

  肌鈣蛋白 -I  

 

造影檢查  

  心臟回聲動態檢查  

 

多普勒超音波  

 

心電圖  

 

動態心電圖  

 

運動耐受力試驗  

 

心臟導管檢查  

內科治療  

  抗心臟衰竭治理  

  強心劑療法  

  利尿劑療法  

 

外科治療  

  先天性心臟缺陷矯

正手術  

 

護理管理  

先天性心臟缺陷  

  心臟瓣膜狹窄  

  主動脈狹窄  

  動脈導管未閉  

  中隔缺損  

  大動脈錯位  

  法樂氏四聯症  

 

後天性心臟病  

  川崎病  

  心肌炎  

  心肌病變  

  風濕性心臟病  

 

心律不正、室上性心動過速  

 

乳糜胸  

抗心臟衰竭藥物  

3. 血液  血液測試  

 

骨髓活組織檢驗  

 

基因測試  

 

程序  

  血製品輸入學  

  骨髓移植  

 

內科治療  

 

外科治療  

 

護理管理  

 

血液的狀況  

  貧血  

  六磷酸葡萄糖去氫酵素缺

乏症   

  白血病  

  鉛中毒  

 

凝血障礙  

  不明原因血小板減少性紫

斑症  

  散播性血管內凝血  

  血友病  

 

免疫疾病  

  自體免疫疾病  

  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感染  

  系統紅斑狼瘡  

  鐵劑  

  補血藥  

  抗凝血劑  

  凝血劑及止血藥  

  纖維蛋白溶解劑  

  免疫抑制劑  

  鐵螯合物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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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系統  特別檢驗  治療措施  常見疾病  現代治療藥物及護理時需

注意事項  

  過敏與過敏性反應  

4. 皮膚  血液測試  

 

皮膚活組織檢驗  

 

皮膚刮除術  

 

皮膚點刺測試  

程序  

  局部塗藥  

  燒灼術  

  植皮術  

 

內科治療  

 

外科治療  

 

護理管理  

濕疹  

  接觸性皮炎  

  異位性濕疹  

 

細菌感染  

  膿疱瘡  

  毛囊炎  

 

黴菌感染  

  癬  

  念珠菌  

 

病毒感染  

  疱疹  

  疣  

 

寄生蟲感染  

  疥瘡  

  虱病  

 

暗瘡   

 

牛皮癬  

 

皮膚癌及腫瘤  

 

燒傷及燙傷  

 

  外用及保護性藥物  

  角質層溶解藥及清潔劑  

  抗菌藥  

  抗黴菌藥  

  抗寄生蟲藥  

  皮質類固醇  

  抗組織胺藥  

 

5. 內分泌  造影程序  

  電腦斷層攝影  

  磁力共振掃描  

  超音波檢查  

 

血液測試  

內科治療  

 

外科治療  

 

護理管理  

垂體  

  尿崩症  

  性早熟  

 

甲狀腺  

  先天性異常  

  類固醇療法  

  胰島素製劑  

  胰島素拮抗劑  

  降血糖藥  

  抗甲狀腺藥  

  激素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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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系統  特別檢驗  治療措施  常見疾病  現代治療藥物及護理時需

注意事項  

  甲狀腺功能試驗  

  腎上腺功能試驗  

  胰腺功能試驗  

  垂體功能試驗  

  血清激素水平  

 

尿液測試  

 

活組織檢驗  

  甲狀腺機能亢進  

  甲狀腺機能減退  

 

副甲狀腺  

  副甲狀腺機能亢進  

  副甲狀腺機能減退  

 

胰臟  

  糖尿病  

 

腎上腺  

  庫興氏綜合症 /腎上腺皮

質機能亢進  

  愛廸生氏病 /腎上腺皮質

機能減退  

  嗜鉻細胞瘤  

  先天性腎上腺皮質增殖  

 

腫瘤  

 

6. 泌尿  造影程序  

  腎、輸尿管及膀胱 X 光檢

查  

  靜脈尿路造影術  

  超音波檢查  

  磁力共振掃描  

  電腦斷層攝影  

  腎臟核子醫學掃描  

  排尿性膀胱尿道攝影  

 

內視鏡檢查  

  膀內視胱鏡檢查  

  腎內視鏡檢查  

 

血液測試  

程序  

  膀胱灌洗  

  腹膜透析  

  血液透析  

  內視鏡檢查程序  

  碎石術  

  腎造口術  

  移植  

 

內科治療  

 

外科治療  

 

護理管理  

腎及膀胱  

  腎小球腎炎  

  腎病綜合徵  

  腎衰竭  

  創傷性病理情況  

  腎結核  

  多囊腎  

  泌尿道感染  

  結石  

  膀胱輸尿管逆流  

 

腫瘤  

 

  利尿劑  

  尿液鹼化劑  

  擬副交感神經藥  

  抗痙攣藥  

  磷酸鹽黏合劑  

  離子交換樹脂  

  泌尿道止痛劑  

  泌尿道抗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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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系統  特別檢驗  治療措施  常見疾病  現代治療藥物及護理時需

注意事項  

  化學測試  

  血液學測試  

 

尿液測試  

  常規尿液分析  

  細菌檢查  

  細胞檢查  

  肌酸酐廓清率檢查  

 

排尿動力學檢查  

 

活組織檢驗  

 

7. 肌肉及骨骼  

 

造影程序  

  普通 X 光檢查  

  電腦斷層攝影  

  磁力共振掃描  

 

電子診斷程序  

  肌電圖  

 

血液測試  

 

內視鏡檢查  

  關節內視鏡檢查  

 

關節穿刺  

 

肌肉及滑膜活組織檢驗  

程序  

  手技復位  

  牽引術  

  夾板固定術  

 

物理治療  

 

職業治療  

 

內科治療  

 

外科治療  

 

護理管理  

 

傷口治理  

 

疼痛治理  

感染  

  骨髓炎  

  化膿性關節炎  

 

慢性非感染性疾病  

  幼年型關節炎  

  幼年不明原因關節炎  

  幼年不明原因脊柱側彎  

  脊柱後彎  

  骨關節炎  

  關節強硬性脊椎炎  

  佝僂病  

 

創傷  

  骨折  

  脫位  

  拉傷及扭傷  

 

新陳代謝性疾病  

  軟骨病  

 

先天性及生長障礙  

  止痛劑  

  抗炎藥  

  肌肉鬆弛劑  

  抗風濕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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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畸形足  

  髖關節脫位  

 

腫瘤  

8.  神經  造影程序  

  普通 X 光檢查  

  使用造影劑的 X 光檢查  

  電腦斷層攝影  

  磁力共振掃描  

  超音波檢查  

 

電子診斷程序  

  腦電圖  

  肌電圖  

 

腰椎穿刺  

 

血液測試  

 

活組織檢驗  

 

神經系統評估  

  意識及認知  

  腦神經  

  感覺及運動系統  

 

睡眠檢查  

言語治療  

 

物理治療  

 

職業治療  

 

內科治療  

 

外科治療  

 

護理管理  

感染  

  腦膜炎  

  腦炎  

  腦膿腫  

 

創傷  

  頭部受傷  

  脊髓和脊神經受傷  

 

大腦血管病  

  腦動脈瘤及動靜脈畸型  

 

先天性及生長障礙  

  腦積水  

  脊柱裂  

  神經管缺陷  

  大腦麻痺  

 

退化疾病  

  肌肉疾病  

  多發性硬化  

  重症肌無力  

 

癲癇發作  

 

腫瘤  

 

  麻醉藥 (全身及局部 )  

  止痛劑  

  鎮靜劑  

  安眠藥  

  鎮定劑  

  抗抑鬱藥  

  抗痙攣劑  

  興奮劑  

  腎上腺素能藥  

  擬副交感神經藥  

  抗膽鹼激性藥  

  神經肌肉阻滯劑及其他

肌肉鬆弛劑  

 

9. 眼  造影程序  

  放射檢查  

 

電子診斷程序  

程序  

  熱敷／冷敷  

  眼拭淨  

  眼灌洗  

眼疾  

  屈光異常  

  視網膜脫離  

  白內障  

  縮瞳劑  

  擴瞳劑  

  睫狀肌麻痺眼藥水  

  局部麻醉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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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網膜電圖檢查  

 

血液測試  

 

眼檢查   

  外眼檢查  

  內眼檢查  

 

視力測試  

  視覺敏銳度  

  視野  

  色覺  

 

化驗測試  

 

  施用滴眼劑  

  塗抹眼藥膏  

  修剪睫毛  

  施用護眼片  

 

內科治療  

 

外科治療  

 

護理管理  

  青光眼  

  斜視  

  弱視  

  眼部受傷  

  早產兒視網膜病變  

  發炎及感染性疾病  

 

  局部外用抗感染藥  

  局部外用非類固醇抗炎

藥  

  局部外用皮質類固醇  

 

10. 耳鼻喉  造影檢查  

  普通 X 光檢查  

  掃描  

  磁力共振掃描  

 

內視鏡檢查  

 

聽力普查  

 

聽力測試  

 

平衡測試  

 

化驗測試  

 

活組織檢驗  

 

耳／鼻／喉檢查  

 

過敏測試  

 

程序  

  耳部 /鼻腔灌洗  

  施用滴耳劑／滴鼻

劑  

  穿刺及沖洗鼻竇  

  鼻填塞術及噴喉  

  沖洗耳道  

  激光／放射治療  

 

內科治療  

 

外科治療  

  扁桃腺切除術  

 

護理管理  

 

言語治療  

 

耳疾  

  中耳炎  

  異物  

  受傷  

  聽力受損  

  美尼爾氏病 /耳病性眩暈  

 

鼻疾  

  鼻炎  

  發炎及感染性疾病  

  異物  

  受傷  

  鼻出血  

  鼻竇炎  

 

喉疾  

  異物  

  扁桃腺炎  

  喉軟化  

 

  止痛劑及麻醉藥  

  抗炎藥  

  抗感染藥  

  皮質類固醇  

  耳垢軟化劑  

  解除充血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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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  

 

11.  生殖  造影檢查  

  普通 X 光檢查  

  磁力共振掃描  

  乳房 X 光造影檢查  

  超音波檢查  

 

內視鏡檢查  

 

化驗測試  

  血液測試  

 

活組織檢驗及塗片檢驗  

內科治療  

 

外科治療  

 

護理管理  

先天性疾病  

  性器官不明確  

 

生理病  

  月經失調  

  子宮內膜異位  

 

發炎及感染性疾病  

  外陰炎  

  陰道炎  

  骨盆腔感染  

  性接觸傳染病  

 

男性生殖器疾病  

  陰囊積水及精索靜脈曲張  

  包莖  

  尿道下裂  

  隱睾症  

  睾丸扭轉  

 

腫瘤  

 

  抗感染藥  

  抗炎藥  

  激素藥劑  

 

12. 呼吸  造影檢查  

  胸肺 X 光檢查  

  掃描  

  磁力共振掃描  

 

內視鏡檢查  

  支氣內視管鏡檢查  

 

活組織檢驗  

 

化驗測試  

程序  

  氧氣療法  

  噴霧療法  

  吸入性治療  

  水中密封胸腔引流  

  機械呼吸法  

  無創通氣／高流量

通氣  

  氣管造口術  

 

物理治療  

先天性疾病  

  呼吸窘迫綜合徵  

 

發炎及感染性疾病  

  嘶吼  

  百日咳  

  咽炎  

  肺結核  

  肺炎  

  呼吸道感染  

  呼吸道傳染病  

  止咳藥  

  袪痰劑  

  溶黏液劑  

  減充血劑  

  抗感染藥  

  抗敏感藥  

  支氣管擴張劑  

  皮質類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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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咽抽吸  

 

血液測試  

 

胸膜腔穿刺放液術  

 

其他  

  肺功能測試  

  過敏測試  

  睡眠檢查  

 

  誘發性肺活量計  

 

內科治療  

 

外科治療  

 

護理管理  

 

非炎性疾病  

  哮喘  

  創傷及受傷  

  誤吸異物  

  睡眠窒息症  

  間質性肺病  

  呼吸衰竭  

 

腫瘤  

 

 

 

 

  完    

 

 

 

如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