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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了解*医院感染控制宣传周+活动对医务人员相关医院感染知识的认知影响'方法
!

采用问卷

调查方法%在*医院感染控制宣传周+活动前后分别对医务人员进行调查'结果
!

医务人员对医院感染知识的得分

率在*医院感染控制宣传周+活动后为
(',((H

%较活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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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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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手卫生

指征+得分率最高%达
&#,#(H

'对*职业暴露预防措施+认知率%活动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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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活动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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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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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控制宣传周+对于提高医务人员医院感染的认知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应予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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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的预防和控制贯穿于临床诊疗活动的

全过程'因此%动员每一位医务人员积极主动地参与

医院感染的预防控制工作%是提高医院感染控制水

平%保障医疗安全的关键'为了达到此目的%我院于

!""&

年
%

月的第
!

周开展了*医院感染控制宣传周+

#以下简称*感控周+$活动'通过多种形式%有重点地

对全院医务人员进行医院感染知识培训%收到良好效

果'为了科学地评价此次活动%我们在*感控周+活动

前后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现将结果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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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

!

调查对象
!

医院内科&外科&老年医学科医务

人员及志愿者'其中志愿者是为本次*感控周+活动

现场服务工作而组建%由
)"

名低年资医务人员组成'

%,!

!

调查内容
!

结合*感控周+的培训重点设计问

卷调查表'调查内容包括被调查人员的一般情况及

医院感染知识认知率%其中医院感染知识有
+

个主

题%

&

个知识点'#

%

$医院感染基础知识(医院感染

的诊断%重点部位医院感染的预防措施%正确采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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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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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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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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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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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学标本)#

!

$职业防护知识(正确使用防护用品%职

业暴露的预防措施%职业暴露后的处置)#

+

$手卫生

知识(手卫生基础知识%手卫生设施%手卫生指征'

问卷试题形式采用是非题和选择题'每份问卷

共有
%(

个试题%满分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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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
!

调查分别于*感控周+活动前和活

动后进行'活动前的调查于
!""#

年
%!

月完成%活

动后调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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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周完成'每次调查均

在临床科室随机抽取在岗的医务人员%采取无记名

方式%独立答题%不予任何提示%并当场收回问卷'

志愿者于培训前后分别进行调查'每次调查问卷及

调查方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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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方法
!

本次*感控周+培训形式多样%包括

专题讲座&互动方式进行有奖知识问答&现场感控实

践操作&展板宣传&发放宣传册&海报等'由于志愿

者需承担现场活动的组织和引导工作%于活动前就

相关主题内容对志愿者进行系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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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
!

对问卷进行评分%数据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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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对各组正确率进行
'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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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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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

份%获得

有效问卷
(&)

份#其中活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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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活动后
+'"

份$%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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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前后调查对象#含志愿

者
)"

名$在职业&学历及从医工作时间构成上的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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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知识认知比较
!

活动前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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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知

识点的认知率除*正确采集标本+及*职业暴露后处

置+两项差异无显著性外%其他类认知率在活动后均

有不同程度提高'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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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得总分数%

,

为实际获得总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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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活动前后答对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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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与护士的医院感染知识认知比较
!

护士

组对职业防护知识认知率较高%医生组对医院感染

基础知识认知率较高%其中尤以*正确采集标本+为

著%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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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得总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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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际获得总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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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活动前后答对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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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与不同科室医务人员的医院感染知识

认知比较
!

由于志愿者均接受了系统培训%尽管活

动前该组对医院感染知识认知率最低%但活动后与

其他科室组比较%其认知率最高'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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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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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与不同科室医务人员的医院感染知识认知比较#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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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活动前后志愿者与不同科室医务人员答对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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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从医工作时间的人员对医院感染知识认

知比较
!

活动前后不同从医工作时间组对医院感染

知识认知变化均较显著%其中
#

%%

年组的认知率增

高最为明显'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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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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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前后不同工作年限医务人员的医院感染知识认

知比较 #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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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得总分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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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活动前后答对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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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目前%我国医院感染知识培训往往局限于专题

讲座%形式单一&枯燥%难以引起临床医务人员关注%

收效甚微'而*感控周+活动利用多种教育形式%向

医务人员多渠道&全方位提供医院感染控制信息%在

短时间内%营造出全员参与医院感染控制的氛围%从

而使每一位参与者增强感染控制意识%提高医院感

染知识水平'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通过此次活动%医

务人员对活动主题相关知识的认知率均有显著提

高%活动后的得分率为
(',((H

%明显高于活动前的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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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医院感染的诊断+&

*职业暴露预防措施+及*手卫生基础知识+的认知率

提高较为显著'

医务人员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在工作中因职业

暴露引起感染的概率很高'我国一所综合医院调查

显示!

%

"

%每年有
((,+H

的医务人员发生血液&体液

暴露%统计近
!

周内医务人员发生锐器伤达
!),*H

'

而锐器伤的主要群体是护士'本次调查也发现%护

士对职业防护知识较医生更加关注%其认知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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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护士组对职业暴露预防

措施的得分率%无论在活动前#

*%,%'H

$还是活动后

#

**,*%H

$均远远超过医生组#

!+,!(H

&

)%,*!H

$'

说明护士在临床工作中%已具有较强的预防职业暴

露的意识%并能正确掌握和运用相关预防措施%防止

职业暴露的发生'而医生组在活动后对职业防护知

识类的其他
!

项*正确使用防护用品+及*职业暴露

后处置+的认知率与活动前相比均无明显变化'可

见%职业不同%对医院感染控制知识关注点也不同'

医院感染知识培训应根据不同人群及其薄弱环节%

有针对性地进行'

手卫生作为预防医院感染最简便&有效的方法%

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重视'但目前我国医务

人员手卫生依从性仍不高'有调查显示%

#",+)H

的

医务人员在连续诊疗操作时%既不洗手也不使用手

消毒剂!

!

"

'本调查中%我院医务人员对*手卫生指

征+的认知率在活动前后均是所有项目中最高的%这

与国内其他报道!

+

"相近)而*手卫生基础知识+的认

知率则在所有项目中最低%尤其对手部病原体传播

特点及手卫生原理知晓甚少%但活动后认知率增高

程度则最为显著'对于世界卫生组织#

E41

$*手

卫生指南+推荐使用速干手消毒剂进行手消毒!

)

"知

晓者亦较少'这可能是由于我们手卫生培训时较多

关注于手卫生指征和具体操作%忽略了对手卫生原

理等相关基础知识的宣教'当医务人员深入理解了

手卫生与医院感染的关系时%必将对进一步提高手

卫生依从性产生促进作用'

在本次*感控周+活动中%针对志愿者将在活动

中承担的工作%在活动前专门对志愿者就活动主题

相关的医院感染知识进行了培训'活动期间%志愿

者轮流在现场服务%促使他们的医院感染知识得到

不断强化'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培训前志愿者

组的医院感染知识认知率明显低于其他科室医务人

员%但活动后其认知率提高幅度最大%且明显高于其

他科室组'而其他科室医务人员由于参与程度不

一%收效则不同'如内科组活动前后比较%认知率无

明显变化'由此可见%即使开展了*感控周+活动%也

应采取多种方法%确保尽可能多的医务人员参与%否

则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本次调查还发现%*感控周+活动对于不同年资

的医务人员医院感染知识认知率影响是不同的'工

作年限
#

%%

年组虽然活动前认知率最低%但活动后

其认知率最高%提高最为显著'说明高年资医务人

员虽未经系统培训%但由于在长期工作中具有丰富

的医院感染控制感性认识%从*感控周+活动中获得

大量信息后%能迅速正确地掌握医院感染知识%其认

知程度大大提升'这提示我们%在加强对新职工医

院感染知识岗前培训的同时%也应高度重视对在职

职工持续进行多种形式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知识教

育%使其及时更新医院感染控制知识%适应医疗新技

术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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