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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对院感知识知晓率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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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医务人员对院感知识的掌握程度，为有针对性的开展院内感染控制工作提供依据。方法 采
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 500 名医务人员进行院感知识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行政、工勤人员对院

内感染知识知晓率低，各岗位对院感知识掌握程度不同，临床人员在职业防护方面优于其他岗位，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2=13.88，P<0.01）。结论 医护人员对医院感染知识重视不够，职业防护意识不强，加强医护人员医院感

染知识的培训和学习非常重要，可促进工作人员对医院感染防控知识的掌握及技能水平的提高，切实降低医院感

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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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degree of medical staff's knowledge of hospital sense, an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argeted nosocomial infection control. Methods 500 medical staff were investigated by questionnaire, and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knowledge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was low among administrative and industrial staff, 
and the knowledge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was different among different positions. Clinical staff was better than other 
positions in occupational protection,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χ2=13.88, P<0.01). Conclusion 
Medical staff do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nosocomial infection knowledge and have weak awareness of occupational 
protection.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and learning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knowledge for medical 
staff, which can promote their mastery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nowledge and improve their 
skills, and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isk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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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管理学是一门涉及多学科领域的专业，

包括医院感染管理、疾病控制、传染病学、临床检验、

流行病学、消毒学、临床药学、护理学等学科。是传

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是控制院内

感染、保护医护人员的关键。医务人员在临床工作过

程中，经常直接、频繁地接触患者的血液、体液和分

泌物是医院内感染的高危人群和疾病的传播途径，如

果医护人员医院感染知识薄弱，职业防护不到位将影

响到医院感染的控制和预防。所以医务人员对医院感

染知识的知晓情况尤为重要，提高医务人员医院感染

知识知晓率，是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保证医疗质量和

医疗安全的一项重要工作为加强医院感染的管理工

作，我们针对相关人员进行医院感染知识横断面调查

与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我院临床医疗及护理、医技、行政、工勤、保

洁人员共计 500 名为研究对象。其中医疗 121 名，护

士 179 名，医技 90 名，行政 50 名，工勤 34 名，保洁

26 名；工作年限＜10 年医护人员 90 名，＞10 年医护

人员 210 名；＜10 年医技 40 名，＞10 年 50 名；＜10
年行政 15 名，＞10 年 35 名；＜10 年工勤 10 名，＞

10 年 24 名。 
1.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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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问卷调查法，参考国家卫生部颁发的《医务

人员手卫生规范》（WS/T313-2019）、《医院感染诊

断标准》、《医院感染管理规范》、《消毒技术规范》、

《职业防护》等内容自行设计医院感染知识量表。主

要包括：①被调查者一般资料如岗位、年龄、工作年

限、职称。②医院感染知识来源：工作中、线上及线

下培训、讲座中。③院感知识掌握情况（11 项）每项

答对得 1 分，答错或不答则以零分计算，满分 11 分。

该量表 Cronbach’s 系数 0.76。以群方式发放，采用不

记名调查方法，以保证问卷调查结果真实性。负责调

查的人员对收回问卷进行逐项对照，并作出结果判定，

将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1-4]。 
1.3 统计方法 
在全部有效问卷回收后，对所有问卷进行统一编

码，将相关项目完善后，数据汇总，应用 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所做分析包括描述性分析、χ2 检

验等，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7]。 
2 结果 
（1）年龄在 20-40 岁的对医院感染知识掌握程度

较差；年龄在 40-60 岁对医院感染知识掌握程度较好。

医院感染相关知识主要来源于工作及培训中，及各种

多媒体形式。年龄在 20-40 岁的人员对多媒体掌握程

度较好，有更多相关信息来源途径及知识更新度。所

有被调查对象认为定期进行院感知识培训是必要的，

临床实践中持续加强日常督查和培训，更有利于强化

院感仪式和巩固相关知识。 
（2）不同工作年限岗位人员对医院感染知识掌握

程度，见表 2。 
（3）各岗位人员对医院感染知识掌握与防护情

况，医疗及护理明显好于其他岗位，这与临床实践中

注重诊断、治疗及护理的反复培训，检查强化有关，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 1  被调查对象资料 

岗位 
年龄（岁） 工作年限（年） 职称 

总人数 
20-4040-60 ＜10＞10 初级中高级 

医疗 53 68 40 81 30 91 121 

护理 102 77 50 129 40 139 179 

医技 50 40 40 50 40 50 90 

行政 32 18 15 35 10 40 50 

工勤 14 20 10 24 10 24 34 

保洁 10 16 20 6 0 0 26 

 261 239 145 325 130 344 500 

表 2  各岗位工作年限对医院感染知识知晓率掌握情况 

项目 
各岗位人员工作年限 

χ2 p 
＜10 年（n=68） ＞10 年（n=52） 

医院感染的诊断标准 4.19 28 11.91 ＜0.05 

医院感染的定义 23.12 39.2 8.12 ＜0.01 

洗手的目的、方法 36.31 54.13 3.69 ＜0.05 

消毒灭菌的方法 15.42 26.35 8.64 ＜0.01 

医疗垃圾的分类及处理 89.17 92.15 2.93 ＞0.05 

职业防护相关知识 16.59 32.46 3.39 ＜0.05 

多重耐药菌送检率 92.36 96.15 3.42 ＞0.05 

抗生素使用原则 13.56 31.25 3.62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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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岗位对医院感染知识知晓率掌握情况 

项目 n 
知识认知与职业防护 

认知 防护 

医疗 121 7.34±0.81 2.22±0.16 

护理 179 7.69±0.80 2.54±0.11 

医技 90 7.32±0.63 2.53±0.12 

行政 50 7.29±0.82 2.32±0.13 

工勤 34 7.16±0.79 2.21±0.14 

保洁 26 7.13±0.71 2.01±0.11 

t 2.32 7.51 

p ＜0.05 ＜0.01 

 
3 讨论 
3.1 医院感染防控需全员参与 
本研究通过基线调查发现，工作人员在医院感染

防控知识方面稍有欠缺，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与历史悠

久的医院相比，绝大多数人员工作年限短、资历尚浅，

另一方面极少有医学院校专门开设医院感染相关课

程，员工未经过系统培训。部分医疗机构在疫情防控

中凸显了对行政人员的考核管理较少、轻效果评价的

问题[8]。本研究将行政人员一同纳入干预考核中，医师、

医技人员、行政人员在干预后的参与率与基线期相比

均提高。 
对各类人员基线期及干预后的结果进行分析，基

线期，行政岗人员得分低于医师、护理及医技岗人员，

原因可能为行政人员的专业背景大多是管理相关专

业，未进行过系统的医学知识学习，对医院感染防控

相关的知识知之甚少；各类人员医院感染防控意识参

差不齐，行政人员相对于医师、护理及医技人员，对

医院感染防控的认识程度不足。干预后虽然各类人员

得分有极大提高，但各类人员之间的得分仍有差别，

原因可能为①行政人员经过干预后理论知识水平提

高，但在工作中极少进行临床一线的操作实践，医师、

护理及医技人员提高医院感染防控知识水平后，能够

在工作中进行应用并规范行为操作，进一步提升医院

感染防控水平；②医院感染防控涉及多学科、多部门

协作，知识体系复杂且庞大，医师、护理及医技人员

在医院感染防控中的专业职责及侧重点不同，提高全

体人员感染防控意识仅是第一步。因此，干预工作应

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各类人员的专业所长，

开展多部门协作，在全院树立感染防控的红线思维、

强化“人人都是感控实践者”的意识，切实降低医院

感染风险。 
3.2 识别知识掌握的薄弱环节 
通过答题正确率可发现，在 ICU 目标性监测知识

方面，对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的核心预防策略、呼吸机

相关性肺炎预防与控制措施的掌握仍有很大欠缺，原

因可能为：①目前我院普通病房使用侵入性医疗器械

数量较少、普通病房医疗器械使用率显著低于 ICU；

②ICU 患者多数存在呼吸功能障碍，机械通气是支持

这类患者生命的重要手段，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预防

控制仍集中在 ICU[9]。相关研究证实，干预措施在降低

医院感染事件的发生中发挥显著作用，对重点部门应

加强干预[10-11]，因此，从理论方面提高员工意识的同

时，还应在日常督查中加强对重点部位干预措施的落

实。 
3.3 合理有效防护 
医务人员一直是发生职业暴露的高风险人群。有

研究表明，有 19.6%的具有较高风险意识的医务人员

发生职业暴露，而 50%具有低风险意识的医务人员发

生职业暴露[12]；工龄<5 年的员工发生职业暴露的风险

较高[13]。本院员工大多工龄<5 年，存在实践经验不足

但临床操作多、防护意识薄弱、操作不熟练等危险因

素、不同于以往的血源性职业暴露，医务人员还存在

防护用品无效、呼吸道暴露的风险[14]。在本次干预中，

通过发放感染防控口袋手册、制定职业暴露应急处置

流程图，提高全院员工防护知识水平；将疫情期间可

能出现的暴露设为防护服破损、手套破损且有皮肤损

伤、护目镜起雾、口罩意外脱落四个场景，对高风险

部门的人员进行职业暴露应急演练。一方面通过演练

使员工合理、有效使用防护用品，提高了个人防护意

识降低了职业暴露风险；另一方面使员工在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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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够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流程，一旦发生职业暴露，

能够迅速反应、正确处理、及时采取防护措施，降低

本院员工职业暴露的风险。 
3.4 重视干预技巧 
基线期，医技人员问卷得分较低，干预后，医技

人员的问卷得分较基线期均提高，并且临检中心、放

射科人员得分高于药学部、输血科，可能原因为感染

管理处成员根据暴露风险等级，对临检中心、放射科

的工作人员强化穿脱防护用品实操方面的培训。因此，

为了降低医务人员的感染风险，通过理论讲解提高医

务人员感染防控能力的同时，还应开展现场培训。在

全员干预的同时，要将干预工作进一步细化，进行分

级培训；开展分类考核，针对不同岗位的人员，结合

观看录像、病例讨论、知识竞赛等方式，不断优化干

预效果。 
医疗及护理人员院医感染知识掌握程度普遍高于

其他岗位人员。高年资医护人员，随着工作时间越长、

经验越丰富，医院感染知识掌握相对较多，在医疗垃

圾的分类和微生物标本送检方面知识掌握较全面，这

与平时工作中反复要求、实际操作需要这样做有关。

其他岗位在工作中缺乏对医院感染相关知识及职业防

护的培训、考核和连续性教育。随着社会的发展、时

代的进步，人们对医务工作的要求也在逐年提升，特

别是在我国医疗事业迅猛发展的今天，医院感染是医

院工作的重中之重，其目前已经成为医院重点关注的

问题，医院在感染预防过程中应当切实加强各岗位各

层级的培训及学习。通过对医务人员加强医院感染知

识及职业防护的学习，不但能通过培训等方式提升医

务人员的认知程度和自我防护意识，同时还能及时将

工作中的误区以及不规范的工作方式加以改正，使医

院感染管理工作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 
4 结论 
通过本次调査表明，各级领导需要重视医院感染

知识培训力度，对医院感染培训制定长效机制，培训

要有计划、目标、重点。平时做好抽査、指导工作，

新入人员做好岗前培训工作。这样从入院起就强化院

内感染知识和职业防护的重要性，从源头管理，在以

后的工作中分阶段培训，不断提高医务人员掌握医院

感染和职业防护的相关知识。提高医院内的防控感染

意识，加强各个环节管理，最大程度保障患者及医务

人员自身的安全。当前医院感染已经成为严重的公共

卫生问题，也是当代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医院管理

学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感染性疾病正在医

院内外发生新的变化。由于新的诊疗技术和基础疾病

造成住院患者的免疫力缺损，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造

成细菌耐药性增加以及耐药菌在医院内的传播，是医

院感染的问题愈来愈突出，控制医院感染的难度不断

增加，对医院感染的管理和专业人员的要求也愈来愈

高，国家对感染性疾病包括医院感染的重视程度与日

俱增。为预防交叉感染虽然打下较好的基础。但是此

项工作任重而道远，还需要不断继续努力，不断的持

续改进，使知晓率达到更理想的水平，理论联系实际，

为医疗质量安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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