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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医院新进员工对院内感染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分析当前医院感染防控教育与培训存在的问

题，探讨提高培训有效性的策略和方法。方法：以问卷调查的方法，对2022年应聘到我院的新员工进行

培训前后的调查。结果：培训前新员工的医院感染知识匮乏，培训后院感知识平均知晓率由23.7%提高

到77.3%，培训效果显著p < 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岗前培训可以有效提高新员工医院感染

理论知识和技能水平，增强院感防控意识，保障患者及医务人员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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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wareness of basic knowledge of hospital infection control among 
new hospital employees, to analyze current issues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hospital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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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and to explor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n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raining.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new employees in our hospital in 2022 be-
fore and after training. RESULTS: New employees lacked knowledge of hospital infection control 
before training, and the average rate of new employees who were aware of hospital infection 
knowledge increased from 23.7% to 77.3% after training. The awareness of basic knowledge of 
hospital infection control among new hospital employees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via training 
(p < 0.001). CONCLUSI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hospital infection control for new employees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ir awareness of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improve their hospital 
infection control skills to keep the safety of patients and medical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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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患者密集，医院是流行性传染病传播的高危地点。院内感染会导致患者住院时间延长，显著影

响其疾病治疗的效果与身体康复，加重患者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是影响医疗质量与安全的重要风险因

素[1] [2] [3]。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发达国家的医院感染发生率为 3.5%至 12.0%，由医院感染导致的患

者病死率占住院患者总病死率的万分之四，而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医院感染发生率在 5.7%至 19.1%
之间，医院感染导致的患者病死率占住院患者总病死率的万分之五[4] [5]。根据 WHO 在 COVID-19 疫情

期间开展的一些研究，有 0%到 41%的住院患者在医疗机构获得冠状病毒感染。在医务工作者中，该病毒

感染率在 0.4%至 49.6%之间[6] [7]。因此，作为全球性卫生与医疗安全问题，医院感染是医院管理运行

工作中必须时刻警惕的问题，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特殊背景下[8]。目前，多重耐药菌与新发病原体的出

现、传播途径不明确，给医院感染管理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侵入性诊疗手段的广泛应用、医疗众多环

节、感染机制不明确，使我国医院感染防控形势严峻，管理问题愈发突出[9]-[14]。 
面对医院感染相关的棘手问题，医院不仅需要加强预防与控制工作，还要做好医疗机构人员的医院

感染教育与知识培训，这也是衡量现代医院综合质量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15] [16]。1986 年，我国卫生

部医政司制定了“医院内医院感染监测、控制研究计划”，促进了我国医院感染管理工作的快速发展[17]。
经历多年来的努力，医院感染管理事业逐步发展，在法规政策与标准体系方面，从无到有，在队伍建设

与学科发展方面，由弱变强，正式迈入了专业化与国际化的轨道，取得了显著成效。 
医院感染存在于每一天的医疗实践活动中，良好的医院感染管理与防控离不开医护人员的协助与努

力[18] [19] [20]。有研究表明，感染预防和控制干预措施可有效预防 35%~70%的医院内感染[7]。对刚入

职医院的正式员工进行医院感染知识培训与教育，是上岗执业前必不可少的环节，医院感染培训的成效

也是影响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重要因素[21] [22]。因此，本次调查通过了解新员工医院感染知识知晓

情况和对医院感染管理工作的认知水平，探讨医院感染管理教育培训更加有效的内容和形式[23] [24]。 
作为一所地市级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我院每年引进的新员工有近百名，他们对医院感染知识的掌

握程度，与本医院感染与控制工作的成效与质量息息相关。因此，本次调查对 2022 年 8 月上岗的新进员

工掌握医院感染知识的情况进行调查。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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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象与方法 

2.1.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 76 名医、护、技后勤人员，培训前发放问卷 76 份，培训后再发放问卷 76 份，回收 76
份，有效问卷 152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100%。 

2.2. 调查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表，由医院感染管理科讲解调查内容和答题要求，被调查者独立完成问卷，以

无记名的方式当场填写并现场回收，用 SPSS26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人员基本情况 

3.1.1.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对象为 2022 年新入职我院的员工，其中男性 16 人，占 21.1%，女性 60 人，占 78.9%。 

3.1.2. 学历分布 
硕士研究生 27 名(占 35.5%)，本科 28 名(占 36.8%)，专科 21 名(占 27.6%)。 

3.1.3. 专业分布 
临床医学专业 33 名(占 43.4%)，护理专业 32 名(占 42.1%)，医技 7 名(占 9.2%)，预防医学专业 1 名

(1.3%)，及其他非医学专业 3 名(占 3.9%)。 

3.2. 新员工的医院感染知识知晓情况 

1) 在校期间医院感染培训情况，只有 25 名(32.9%)在校受过培训。 
2) 新员工对医院感染管理的认知方面，培训后比培训前的知晓率有大幅度的提升。如对医院感染管

理概念的知晓率由培训前的 26.3%提高到培训后的 92.1%；对医院感染暴发与处置的知晓率由培训前的

9.2%提高到培训后的 76.3%；对医院感染病例监测制度的知晓率由培训前的 6.6%提高到培训后的 73.7%；

对医院感染防控重点部门环节的了解情况由培训前的 5.3%提高到培训后的 71.1%；对医务人员职业防护

与暴露相关知识的知晓率由培训前的 17.1%提高到培训后的 78.9%；对医院感染诊断标准的知晓率由培训

前的 6.6%提高到培训后的 65.8%；对医疗废物管理的知晓率由培训前的 6.6%提高到培训后的 65.8%；对

清洁消毒及隔离防控知识的知晓率由培训前的 23.7%提高到培训后的 78.9%；对耐药菌管理的知晓率由培

训前的 9.2%提高到培训后的 61.8%；对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知晓率由培训前的 39.5%提高到培训后

的 90.8%；对抗菌药物使用的知晓率由培训前的 13.2%提高到培训后的 61.8%；对手卫生知识的知晓率由

培训前的 39.5%提高到培训后的 88.2%。 
3) 新员工的医院感染相关知识了解情况见表 1。 

 
Table 1. The awareness of basic knowledge of hospital infection control among new hospital employees 
表 1. 新员工医院感染知识了解情况 

题目 
培训前 培训后 

知晓人数 知晓率(%) 知晓人数 知晓率(%) 

在校期间是否接受过医院感染培训 25 32.9 / / 

医院感染的概念 20 26.3 70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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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医院感染暴发与处置 7 9.2 58 76.3 

医院感染病例监测制度 5 6.6 56 73.7 

医院感染防控重点部门环节 4 5.3 54 71.1 

医务人员职业防护与暴露相关知识 13 17.1 60 78.9 

医院感染诊断标准 5 6.6 50 65.8 

医疗废物管理 5 6.6 50 65.8 

清洁消毒及隔离防控知识 18 23.7 60 78.9 

耐药菌管理 7 9.2 47 61.8 

是否会正确使用 PPE (个人防护用品) 30 39.5 69 90.8 

抗菌药物使用 10 13.2 47 61.8 

手卫生知识 30 39.5 67 88.2 

此次培训的必要性 73 96.1 76 100.0 

平均知晓率 23.7 77.3 

 
4) 岗前培训之前新员工对院感相关知识的平均知晓率为 23.7%，经岗前培训后院感知识的知晓率提

升为平均 77.3%。研究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判断岗前培训对院感知识平均知晓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岗前培

训前后平均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11.789, p = 0.000)，详见表 2。 
 

Table 2. Paired sample t-test for awareness rate of new employees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表 2. 新员工培训前后知晓率配对样本 t 检验 

 平均值 标准偏差 误差平均值 下限 上限 t 自由度 Sig. (双尾) 

培训后–培训前 54.33 16.62 4.61 44.29 64.37 11.789 12 0.000 

4. 讨论 

1) 目前，国内医学院校对在校学生进行医院感染相关培训还有所欠缺。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只有 32.9%
的新员工在上学期间接受过医院感染相关教育与培训。其中，临床医生占 40%、护士占 56%。由于消毒

隔离作为护理管理的重要职责之一，从学校课程安排到实习见习期间，护理专业都接触并学习了更多的

医院感染相关知识。这与工作后护理人员对院感工作的参与度更高也有一定关系。调查中认可医院感染

培训必要性的，培训前占 96.1%，经过培训后达到 100%。说明新上岗医务人员已逐步建立了医院感染意

识，这对上岗后开展医院感染防控工作奠定了较好的基础[25] [26] [27]。 
2) 调查显示，新员工培训前了解抗菌药物使用的仅有 10 人，占 13.2%，了解耐药菌管理的仅有 7

人，占 9.2%。但随着医疗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多重耐药菌与新发病原体的出现，给医院感染管

理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医院应当在消毒隔离的基础上，建立完善院内感染管理制度与长期防控规划，

并且针对性地实施干预，加强院内感染相关教育活动[26]。 
3) 本次调查显示，上岗培训前，新员工知晓程度排名前 5 的分别为 1 手卫生知识，2 是否会正确使

用 PPE (个人防护用品)，3 医院感染的概念，4 清洁消毒及隔离防控知识，5 医务人员职业防护与暴露相

关知识。这与疫情期间学校和社会面对医学生的培养侧重于流行病的预防与控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

院感知识的教育培训方面，学校学习或医院实习见习期间，带教老师对医学生的培训也侧重于相对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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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内容。新员工知晓程度最后 5 名分别为医院感染暴发与处置、医院感染病例监测制度、医院感染

诊断标准、医疗废物管理、医院感染防控重点部门环节。说明新上岗医务人员医院感染相关法律法规知

识非常薄弱。这五项内容在医学生学校课程设置中较少能接触到，对于即将进入医院工作的新员工而言

较为陌生，但这些内容在新员工上岗后的工作实践中有着重要且关键的地位，若未掌握感染病例的诊断

和监测制度，可能会造成院内感染的暴发，若不了解医疗废物管理的要求与制度，便会出现不规范的医

疗废物处置行为，违反相关规定，对医院造成损失。现行医疗环境要求必须了解法律法规，才能做到依

法行医，在救助患者的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为患者提供安全良好的就医环境。 
4) 调查显示，经新员工岗前培训后知晓率提升排名前五的分别为医院感染暴发与处置、医院感染病

例监测制度、医院感染防控重点部门环节、医院感染的概念、医务人员职业防护与暴露相关知识，说明

医院感染基础知识中概念和流程类的内容经传统讲课培训，便可以达到良好的培训效果，知晓率提升较

少的抗菌药物使用和耐药菌管理的相关知识则需要探索更多更丰富的学习形式，传统讲师授课型培训对

于较为复杂和深奥的院感知识提升程度有限，新员工无法仅通过一堂课对此类内容进行掌握。医院应当

促进医务工作者们对于医院感染管理工作的认可与支持，通过多媒体形式、现场演练、学术沙龙等形式

定期开展医院感染相关培训，增强员工责任感，促进其掌握理论知识与提高其实践能力，进一步提升医

院的医疗质量。 
5) 临床医学生对于医院感染知识缺乏了解、传统的医院感染工作重治轻防等问题导致了院内感染预

防问题无法得到良好解决[23]。医院新员工对医院感染相关工作内容的了解仅仅停留在例行的检查环境卫

生与采样。同时，临床带教老师指导见习实习生学习医院感染相关知识与相关实践的意识相对薄弱，未

能给学生树立良好榜样。同时，对院感工作内容的不了解，对感控工作重要性的不理解，使得部分临床

医务人员在面对院感专职人员现场督察时有事不关己的态度或抵触情绪。建议医学院在学生阶段就培养

他们感染防控的医学思维，将医院感染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纳入教育体系[28] [29] [30]。在学生阶段便筑

牢院感知识的基础。 
6) 医院感染控制相关的知识纷繁复杂，对新员工的上岗前培训不仅应包含如何正确诊疗感染患者，

也有如何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面对涉及多学科的感染控制培训内容，想要达到显著的培训效果，应当要

求医院感染工作人员具备良好专业背景和工作能力。因此，医院感染工作人员不断学习提高自身专业知

识与职业素养，完善收集数据、采样及检查的方式与方法，加强与临床实际操作者的交流与指导。通过

《院感简报》、公众号等发布趣味性的培训小知识、举办院感宣传周，医、护、工实践操作技能评比等

方法，进一步推动员工对医院感染知识的掌握与工作内容的了解。许多成功经验已经证实强化医院感染

相关教育和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能够显著降低医院感染的发生率[31] [32]。同时，医院感染管理是系统性

工程，涉及到医院的各个部门，需要人员组织协调与监督，仅仅依靠医院感染管理部门人员远远不够，

因此，临床和护理带教老师也应当被纳入医院感染网络监控小组成员当中，定期召开院感三级网络会议，

如季度召开院感委员会、院感监控员培训交流会、不定期进行院感专题研究讨论会，给院感网络中的每

一位成员提供分层次分主题的交流沟通机会，营造院感学习文化，让实习生和规培生在老师带教的同时

受到良好的院感文化熏陶。与此同时，在实习和规培的考核中也应纳入院感方面的考核内容，从医学生

的学习阶段加强对医院感染管理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做好全流程的医院感染理念和知识技能的宣教，提

高重视程度，将院感防控的主线贯穿于医务人员上岗后的诊疗工作中[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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