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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调查驰援武汉抗疫医务人员对正确穿脱防护用品了解情况以及疫区感染防控知识需求。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表，依托网络平台对安徽省驰援武汉抗疫医疗队医务人员的感染防控相关需求及心理负担情况进行

调查。结果　共调查６２５名医务人员，调查对象以女性为主（６６．８８％），年龄主要为３０～３９岁（５７．６０％）。医疗队

员来源科室主要为重症监护病房（ＩＣＵ）和呼吸科（分别为１５１、１３１名）。在疫区实践操作培训前有５９０名

（９４．４０％）医务人员接受过防护用品理论和操作视频培训，但还有３５名（５．６０％）之前未接受过相关培训。在对医

院感染监控人员依赖情况的调查中，６个条目的回答结果中希望医院感染监控人员给予指导帮助的均占９８％以

上。６６．０８％的医务人员在疫区实践操作前有担心害怕的感觉，７１．６８％的医务人员存在可能暴露后的恐惧和心理

阴影，９１．２０％的医务人员希望建立一个医院感染的心理咨询平台，９１．３６％的医务人员在疫区实践操作培训后担

心害怕的感觉减轻。护理专业人员在疫区实践操作培训前有担心害怕的感觉、存在可能暴露后的恐惧和心理阴

影、希望建立一个医院感染的心理咨询平台的比率（６８．７６％、７４．１９％、９２．８４％）均高于临床及影像专业人员

（５９．２６％、６５．４３％、８６．４２％）；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结论　医院感染监控人员在医疗队员入岗前

进行穿脱防护用品实操演示培训，建立标准流程，指导落实驻地生活工作等方面的消毒方法与注意事项，能够明显

减轻医务人员的心理负担，使其掌握科学的防控方法，降低医务人员感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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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湖北省武汉市发生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武汉市成为全国和

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２日，全国累

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８０１７４例，病死率为３．６４％。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截至２月１１日，全国

医务人员确诊新冠肺炎１７１６例，占全国确诊病例

的３．８％。文献
［１］报道医务人员和住院患者成为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重要群体。国家为控制疫情发

展，保障患者安全，自２０２０年１月以来从全国各地

调派医务人员驰援武汉。医务人员是参与抗击疫情

的主力军，在给患者诊疗、护理过程中需要密切接触

患者，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而医务人员

的安全是开展医疗救治工作的前提和保障。本调查

旨在了解驰援武汉抗疫医务人员对正确穿脱防护用

品认知执行情况以及疫区感染防控知识需求，针对

性地对医疗队医务人员进行指导，降低医务人员感

染风险。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调查安徽省支援武汉抗疫医疗队

的医务人员。

１．２　调查方法　依托网络平台（问卷星），调查对象

自愿在线填写《安徽支援武汉抗疫医疗队医务人员

院感防控问卷调查表》。

１．３　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包括基本情况（性别、年

龄、职称、学历、专业、工作年限等）、对防护用品使用

知识了解情况、对医院感染监控人员指导的依赖情

况、心理负担等内容。

１．４　统计分析　利用网络平台收集调查表，将调查

数据导出，对数据进行最终审核和汇总，应用ＳＰＳＳ

２０．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和百分

比表示，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犘≤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本调查共有６２５名医务人员参与，

调查对象以女性为主（６６．８８％），年龄主要为３０～

３９岁（５７．６０％），职称主要为初级（４５．４４％），学历

主要为本科（７６．４８％），护理专业较多（７３．７６％），工

作年限以６～１０年为主（３５．６８％）。安徽省共派出

８个批次的医疗队参与支援武汉，第１、７批次医疗

队人员较多（分别为１２５、１３７名）。医疗队员来源科

室主要为重症监护病房（ＩＣＵ）和呼吸科（分别为

１５１、１３１名）。见表１。

２．２　防护用品了解情况及对医院感染监控人员依赖

情况　在疫区实践操作培训前有５９０名（９４．４０％）

医务人员接受过防护用品理论和操作视频培训，但

还有３５名（５．６０％）之前未接受过相关培训。在对

医院感染监控人员依赖情况的调查中，６个条目的

回答结果中希望医院感染监控人员给予指导帮助的

均占９８％以上。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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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援鄂医务人员的基本情况分布（名）

犜犪犫犾犲１　Ｂａｓ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ＣＷｓｗｈｏｒｕｓｈｅｄｔｏ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ｏａｓｓｉｓｔｉｎａｎｔｉ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ｂａｔｔｌｅ（Ｎｏ．ｏｆＨＣＷｓ）

组 别
第１批

（狀＝１２５）

第２批

（狀＝５９）

第３批

（狀＝４４）

第４批

（狀＝５９）

第５批

（狀＝８０）

第６批

（狀＝９３）

第７批

（狀＝１３７）

第８批

（狀＝２８）

合计（狀＝６２５）

人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５４ １０ １９ １２ ２０ ２５ ４２ ２５ ２０７ ３３．１２

　女 ７１ ４９ ２５ ４７ ６０ ６８ ９５ ３ ４１８ ６６．８８

年龄（岁）

　２０～２９ ３９ ２３ ４ １７ １８ ２１ ３０ ５ １５７ ２５．１２

　３０～３９ ６１ ３０ ２９ ３４ ４７ ６３ ７７ １９ ３６０ ５７．６０

　４０～４９ ２１ ６ ９ ８ １３ ７ ２８ ４ ９６ １５．３６

　５０～５９ ４ ０ ２ ０ ２ ２ ２ ０ １２ １．９２

职称

　无 ５ ２ ０ １ ２ １ ４ ０ １５ ２．４０

　初级 ４６ ３１ １５ ３３ ３３ ５０ ６３ １３ ２８４ ４５．４４

　中级 ４９ ２５ ２２ ２１ ３５ ３７ ５８ １４ ２６１ ４１．７６

　高级 ２５ １ ７ ４ １０ ５ １２ １ ６５ １０．４０

学历

　大专及以下 ２０ １２ ４ ２ １４ ３ ３４ ４ ９３ １４．８８

　本科 ９５ ４７ ３８ ４６ ６１ ７５ ９４ ２２ ４７８ ７６．４８

　硕士研究生 ９ ０ ２ １０ ５ １３ ７ ２ ４８ ７．６８

　博士研究生 １ ０ ０ １ ０ ２ ２ ０ ６ ０．９６

专业

　临床医疗 ３３ ０ １９ １２ １７ １７ ３６ ０ １３４ ２１．４４

　护理 ９２ ５９ ２５ ４７ ６２ ７５ １０１ ０ ４６１ ７３．７６

　影像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８ ２８ ４．４８

　管理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２ ０．３２

工作时间（年）

　≤５ ２９ １０ ２ １０ １０ １４ １８ ３ ９６ １５．３６

　６～１０ ３４ ２９ １５ ２４ ２７ ３５ ４７ １２ ２２３ ３５．６８

　１１～１５ ３１ １０ １３ １５ ２１ ２９ ３６ ７ １６２ ２５．９２

　１６～２０ １６ ５ ８ ３ １３ ９ ２３ ４ ８１ １２．９６

　＞２０ １５ ５ ６ ７ ９ ６ １３ ２ ６３ １０．０８

执行援鄂任务组别

　病房 ７８ ４５ ３１ ５４ ４９ ８７ １２６ ３ ４７３ ７５．６８

　门急诊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２ ６ １２ １．９２

　社区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２ ０．３２

　ＩＣＵ ４５ ０ ２ ４ ６ ３ ９ ０ ６９ １１．０４

　其他组 １ １３ １０ １ ２３ ２ ０ １９ ６９ １１．０４

援鄂前从事专科

　ＩＣＵ ５６ ８ ８ ９ ３０ １９ ２１ ０ １５１ ２４．１６

　感染病科 １３ １ １ ３ ３ ２ ９ ０ ３２ ５．１２

　呼吸科 ４４ ７ ９ ３ ２１ １１ ３６ ０ １３１ ２０．９６

　外科 ６ ６ ３ １２ ５ １７ １４ ０ ６３ １０．０８

　其他科室 ６ ３７ ２３ ３２ ２１ ４４ ５７ ２８ ２４８ ３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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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６２５名援鄂医务人员对防护用品了解情况及对医院感染监控人员依赖情况［名（％）］

犜犪犫犾犲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ｂｏｕｔＰＰＥａｎｄ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ｎＨＡＩ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ａｍｏｎｇ６２５ＨＣＷｓｗｈｏｒｕｓｈｅｄｔｏ

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ｏａｓｓｉｓｔｉｎａｎｔｉ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ｂａｔｔｌｅ（Ｎｏ．ｏｆＨＣＷｓ［％］）

条目序号 条目内容 是 否

１ 在疫区实践操作培训前接受过防护用品理论和操作视频培训 ５９０（９４．４０） ３５（５．６０）

２ 在疫区是否希望得到医院感染监控人员对防护用品正确佩戴的实操培训 ６２２（９９．５２） ３（０．４８）

３ 您是否希望进入隔离区前有医院感染监控人员为您把关防护用品佩戴合格 ６１９（９９．０４） ６（０．９６）

４ 您是否希望有医院感染监控人员对工作环境布局、流程、空气消毒、物体表面消毒指导 ６２４（９９．８４） １（０．１６）

５ 您是否希望有医院感染监控人员对重复使用的护目镜消毒进行指导 ６１７（９８．７２） ８（１．２８）

６ 您是否希望有医院感染监控人员对防护用品是否合格进行督查 ６２４（９９．８４） １（０．１６）

７ 您是否希望有医院感染监控人员对驻地生活区进行感染防控管理 ６２２（９９．５２） ３（０．４８）

２．３　心理负担情况　６６．０８％的医务人员在疫区实

践操作前有担心害怕的感觉，７１．６８％的医务人员存

在可能暴露后的恐惧和心理阴影，９１．２０％的医务人

员希望建立一个医院感染的心理咨询平台，９１．３６％

的医务人员在疫区实践操作培训后担心害怕的感觉

减轻。２０～３９岁医务人员在疫区实践操作培训前

有担心害怕感觉的比率（６８．２８％）高于４０～５９岁医

务人员（５５．５６％）；中级以下职称医务人员希望建立

医院感染的心理咨询平台的比率（９４．９８％）高于中

级及以上医务人员（８７．７３％）；护理专业人员在疫区

实践操作培训前有担心害怕的感觉、存在可能暴露

后的恐惧和心理阴影、希望建立一个医院感染的心

理咨询平台的比率（分别为６８．７６％、７４．１９％、

９２．８４％）均高于临床及影像专业人员（分别为

５９．２６％、６５．４３％、８６．４２％）；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犘＜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不同组别医务人员心理负担情况［名（％）］

犜犪犫犾犲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ＨＣＷ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ｓ（Ｎｏ．ｏｆＨＣＷｓ［％］）

组 别 人数

在疫区实践操作培训前

有无担心害怕的感觉

有 没有

您是否存在可能暴露后的

恐惧和心理阴影

是 否

您是否希望建立一个

医院感染的心理咨询平台

是 否

在疫区实践操作培训后担心

害怕的感觉有没有减轻

有 没有

性别

　男 ２０７ １３３（６４．２５） ７４（３５．７５） １４４（６９．５７） ６３（３０．４３） １８５（８９．３７） ２２（１０．６３） １９２（９２．７５） １５（７．２５）

　女 ４１８ ２８０（６６．９９）１３８（３３．０１） ３０４（７２．７３）１１４（２７．２７） ３８５（９２．１１） ３３（７．８９） ３７９（９０．６７） ３９（９．３３）

年龄（岁）

　２０～３９ ５１７ ３５３（６８．２８）１６４（３１．７２） ３７４（７２．３４）１４３（２７．６６） ４７５（９１．８８） ４２（８．１２） ４７４（９１．６８） ４３（８．３２）

　４０～５９ １０８ ６０（５５．５６） ４８（４４．４４） ７４（６８．５２） ３４（３１．４８） ９５（８７．９６） １３（１２．０４） ９７（８９．８１） １１（１０．１９）

职称

　中级以下 ２９９ ２０９（６９．９０） ９０（３０．１０） ２２０（７３．５８） ７９（２６．４２） ２８４（９４．９８） １５（５．０２） ２６９（８９．９７） ３０（１０．０３）

　中级及以上 ３２６ ２０４（６２．５８）１２２（３７．４２） ２２８（６９．９４） ９８（３０．０６） ２８６（８７．７３） ４０（１２．２７） ３０２（９２．６４） ２４（７．３６）

学历

　本科及以下 ５７１ ３８３（６７．０８）１８８（３２．９２） ４０９（７１．６３）１６２（２８．３７） ５２１（９１．２４） ５０（８．７６） ５１９（９０．８９） ５２（９．１１）

　研究生及以上 ５４ ３０（５５．５６） ２４（４４．４４） ３９（７２．２２） １５（２７．７８） ４９（９０．７４） ５（９．２６） ５２（９６．３０） ２（３．７０）

专业

　临床及影像 １６２ ９６（５９．２６） ６６（４０．７４） １０６（６５．４３） ５６（３４．５７） １４０（８６．４２） ２２（１３．５８） １５２（９３．８３） １０（６．１７）

　护理 ４６１ ３１７（６８．７６）１４４（３１．２４） ３４２（７４．１９）１１９（２５．８１） ４２８（９２．８４） ３３（７．１６） ４１７（９０．４６） ４４（９．５４）

全体 ６２５ ４１３（６６．０８）２１２（３３．９２） ４４８（７１．６８）１７７（２８．３２） ５７０（９１．２０） ５５（８．８０） ５７１（９１．３６） ５４（８．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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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调查显示，９０％以上的医务人员希望医院感

染监控人员对其进行防护用品正确佩戴的实操培

训，并对防护用品的合格佩戴进行把关。学习改变

观念，观念改变行为，向医务人员提供职业暴露相关

知识培训是减少职业暴露的有效措施［２３］。开展应

急培训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措施，培训形式可以多元

化，如利用微信视频［４］，因此，应分阶段多模式对医

务人员进行穿脱防护用品知识培训，加强新冠肺炎

疾病特点和防护要求的相关理论知识培训。对医务

人员进行穿脱防护用品技能操作培训时，可以先分

解操作步骤进行培训，使队员初步了解新冠肺炎防

护技能操作的基本技术知识，再利用全套防护用品

进行现场操作演示培训，让医务人员实地进行操作

与练习，熟悉掌握穿脱防护用品的意义、流程和步

骤，确保实际穿脱防护用品时零缺陷。穿脱防护用

品技能操作中需加强互相监督和考核，对操作中存

在的问题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提高实践操作能力。

本调查显示，９９．０４％的医务人员希望进入隔离

区前有医院感染监控人员为其把关防护用品的佩

戴。个人防护不足或缺乏会增加感染的风险，而个

人防护过度同样也可增加感染的风险［５］。医务人员

科学、合理、适度防护，才能获得最优的防护效果。

制定标准化穿、脱防护用品流程，并在清洁区及缓冲

区将流程上墙，且配置穿衣镜，更加方便医务人员熟

悉流程并按照流程规范穿脱防护用品。同时，在医

务人员上岗初期，医院感染监控专职人员需加大对

穿脱防护用品的现场监督工作，安排专人负责督导，

实时指导医务人员科学、合理、正确使用防护用品，

做好个人防护工作，最大程度的降低医院感染的

风险。

９９．８４％的医务人员希望有医院感染监控人员

对工作环境布局、流程、空气消毒、物体表面消毒进

行指导，９８．７２％的医务人员希望有医院感染监控人

员对重复使用的护目镜消毒进行指导。此次疫情来

势迅猛，很多临时改建的医院和新建的方舱医院都

需要医院感染监控人员进行三区域、两通道的排查，

优化改造流程，医院感染监控人员的提前介入为医

务人员筑起第一道安全的防护墙。新型冠状病毒对

紫外线、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等均敏感。在

工作区，制定环境物体表面清洁消毒的各项流程，并

现场指导医务人员操作，规范进行消毒处置工作，保

证安全的诊疗用品及诊疗环境。护目镜是可重复使

用的防护用品，可配置含有效氯１０００ｍｇ／Ｌ的消毒

剂在摘去护目镜的一脱间初次浸泡消毒３０ｍｉｎ以上，

取出后在清洁区再次进行消毒以保障安全，对眼睛

的接触防护非常重要。依据吴安华等［６］提出的接触

和飞沫预防的十项措施及空气隔离五项措施，在工

作区医院感染监控专人负责监测医务人员预防措施

实施的依从性和正确性，不断进行持续质量改进，保

障医务人员的健康与安全。

９９．５２％的医务人员希望有医院感染监控人员

对驻地生活区进行感染防控管理。李六亿等［７］对医

疗队员驻地感染防控管理提出多项防控建议，如驻

地感染防控管理要求，加强医务人员感染相关事项

的监测，医疗队员驻地生活要求，医疗队驻地宾馆消

毒与空气净化。在驻地生活区需加强感控管理工

作，对医务人员给予防控措施指导，在部分公共区

域、人员较密集的地方（如大堂、走廊和餐厅）活动

时，应佩戴医用外科口罩［８］，保持１ｍ以上的距离；

对生活区环境物体表面进行消毒，如门把手、各种按

钮、眼镜、手机等物品；分时段错位就餐；严格执行手

卫生；宾馆中央空调关闭，加强房间通风。

新冠肺炎由于传播迅速、传染性强，给人类生命

健康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同时也容易引起公众产生

紧张和焦虑的心理反应。本研究显示，６６．０８％的医

务人员在疫区实践操作培训前有担心害怕的感觉，

７１．６８％的医务人员存在可能暴露后的恐惧和心理

阴影，年龄２０～３９岁、中级以下职称、护理专业人员

更容易产生害怕和心理问题，可能与护理人员与患

者接触机会更多，一旦暴露后不知如何处置有关。

对一线医务人员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有利于促进一

线人员的身心健康，增强自信心［９］；对医务人员进行

新冠肺炎相关内容的规范化培训和心理指导，可降

低医务人员的焦虑水平［１０］。因此，在对医疗队员进

行感控知识培训的同时，更需要重视心理干预，制定

各种暴露的应急预案，针对不同人群采取形式多样

的干预方式，如建立微信群答疑解惑医院感染相关

问题，及时进行疏导，缓解工作压力，保持良好心态。

综上所述，本调查了解了安徽省驰援武汉抗疫

医务人员对感染防控相关知识的需求，分析了不同

特征医务人员的心理负担情况，为做好疫区医院感

染防控工作，提高医务人员感染防控的意识和能力，

以及对医务人员进行心理干预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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