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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乡镇卫生院医院感染管理知识培训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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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普及乡镇卫生院专（兼)职医院感染管理人员的医院感染管理基本知识。方法某市级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控制中

心对该市28所乡镇卫生院的医院感染管理现状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制订培训计划；各乡镇卫生院指定1名专

（兼）职医院感染管理人员参加培训学习，采用考试形式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价。结果该市28所乡镇卫生院医院感染

管理现状调查结果显示， 21所（75.00%）无医院感染管理的基本组织架构和专（兼）职管理人员； 22所
(78.57%)连续2年未进行过任何与医院感染相关的知识培训；21所（75.00%)未建立医院感染管理制度；12所
(42.86%)无健全的消毒隔离、手卫生、职业防护等基本的医院感染管理制度。252所乡镇卫生院，应参加培训的

医院感染管理专（兼）职人员252人，实际参加培训250人，参培率达99.21%。培训前回收测试试卷215份，培训

后回收测试试卷226份；培训后，考试成绩由（39.38±20.91）分提高至（74.56±13.30）分（t=1.97，P＜
0.05）；对比培训前后各项考试内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通过此次市级医院感染管理质量

控制中心培训，达到了普及乡镇卫生院医院感染管理基本知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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