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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患者健康教育实施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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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管理－疾病预防控制处，北京　１０００３４；２．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３６；３．黑龙江省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３６；４．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总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１；５．哈尔滨医科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６；６．黑龙江省第二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０；７．黑龙江省大庆油田总医院，

黑龙江 大庆　１６３００１；８．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１６１００５；１０．黑龙江省鹤岗市传染病院，黑龙江 鹤岗　１５４１０１；１１．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黑龙江 佳木斯　

１５４００２；１２．佳木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黑龙江 佳木斯　１５４００７）

［摘　要］　目的　探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健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为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医院加强对患者健康教育

提供依据。方法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随机抽取２０２０年４月１日—５月１０日牡丹江新冠肺炎病区的新冠肺炎

确诊患者进行调查，记录被调查者基本情况及手卫生、佩戴口罩、开窗通风、关门、保持室内清洁、咳嗽礼仪等健康

教育实施情况，并通过问卷星填写报告。结果　共收集有效问卷１７３份，参与此次调查的所有新冠肺炎患者在入

院前均接受了健康教育，７３．４１％（１２７例）的患者接受了有关咳嗽礼仪的健康教育。９８．２７％（１７０例）的患者佩戴

口罩，其中医用外科口罩的佩戴率最高，占９４．１２％（１６０例）；１７３例新冠肺炎患者所处隔离病区手卫生设施配备齐

全的比率占２２．５４％（３９例），７７．４６％（１３４例）手卫生设施配备不齐全，其中干手纸巾的配备率最低（４８例，

２７．７５％）。病室内手卫生设施配备齐全的新冠肺炎患者每日进行手卫生的频次更高（χ
２＝１５．９３，犘＜０．００１）；较未

配备速干手消毒剂及仅配备速干手消毒剂的情况，同时配备速干手消毒剂和其他手卫生设施时，患者每日洗手次

数更多（χ
２＝４．１６，犘＝０．０４０）；配备干手纸巾较未配备干手纸巾时，患者的每日洗手次数更多（χ

２＝１５．０３，犘

＜０．００１）。保持室内清洁的执行率最高（１６６例，９５．９５％），咳嗽礼仪的执行情况最差（１０７例，６１．８５％）。随着患

者年龄增大咳嗽礼仪执行不到位的比例越高（χ
２＝１９．６６，犘＜０．００１），普通病区的患者咳嗽礼仪的执行情况较重症

病区好（χ
２＝１５．８２，犘＜０．００１）。进行过咳嗽礼仪相关健康教育的患者咳嗽礼仪正确率高于未进行咳嗽礼仪健康

教育组（χ
２＝９４．５７，犘＜０．００１）。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患者的相关健康教育水平较平时有所提高，但仍有不

足，医院应继续加强对患者呼吸道卫生、咳嗽礼仪等内容的宣教，提高患者的自我防护意识，降低患者及医护人员

的感染风险。

［关　键　词］　健康教育；患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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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ｕｇｈ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χ
２＝１９．６６，犘＜０．００１），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ｕｇｈ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ｗａｒｄｓ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ｃａｒｅｗａｒｄｓ（χ
２＝１５．８２，犘＜０．００１），ｃｏｒｒｅｃｔｒａｔｅｏｆｃｏｕｇｈ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ｃｏｕｇｈ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ｃｏｕｇｈ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χ
２＝９４．５７，犘＜０．００１）．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ＶＩＤ１９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ｔｉｌｌｓｏｍ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ｈｏｕｌ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ｐｒｏｐａ

ｇａｎｄａ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ｔｒａｃｔｈｙｇｉｅｎｅａｎｄｃｏｕｇｈ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ｅｌ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ｒｅｄｕｃ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ｗｏｒｋｅｒ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２０１９；ＣＯＶＩＤ１９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２０１９，

ＣＯＶＩＤ１９，简称新冠肺炎）
［１］作为一种新发呼吸道

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及接触传播，人群普遍易感［２］。

截至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６日，全球共有２１２６０７６０例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３］。目前我国疫情虽已得到有效控

制，但仍有一些地区接连发生聚集性疫情，同时面临

境外疫情输入的风险，因此，疫情防控仍不能松懈，

疫情防控工作现已进入常态化阶段。医院作为高危

场所，更易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暴露，导致院内交叉感

染。就诊患者作为可能的潜在传染源及易感人群，

对其进行手卫生、呼吸道卫生等健康教育可有效提

高患者对新冠肺炎的认识及安全防护的意识，从而

保护患者及医护人员安全，降低医院内疫情暴发风

险，意义重大。此次对新冠肺炎患者进行调查，了解

其接受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健康教育的实施情况，发

现目前健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为疫情防控常态化

下医院加强患者健康教育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日—５月１０日牡丹

江新冠肺炎病区确诊患者。

１．２　调查方法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随机抽取新

冠肺炎病区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进行调查，记录被

调查者基本情况、接受健康教育情况及健康教育内

容执行情况，并通过问卷星填写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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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调查内容　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病区类

型、性别、年龄）；新冠肺炎患者接受健康教育的情

况，包括是否接受健康教育及接受健康教育的内容；

被调查者健康教育实施情况，包括手卫生、佩戴口罩、

开窗通风、关门、不串病房保持室内清洁、咳嗽礼仪。

１．４　质量控制　在正式调查开始前进行问卷预调

查，结合专家提出的意见，对问卷进行完善。收集过

程通过问卷星控制问卷完整性，并进行逻辑判断，同

时由专门的调查员检查问卷，出现明显逻辑错误者

返回调查员核对和更正。无法核实的数据按照无效

问卷处理。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９进行数据整

理，ＳＰＳＳ２２．０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率进行

描述，采用χ
２ 检验进行比较，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调查患者基本特征　此次调查共收集到来自

牡丹江７个新冠肺炎病区的１７７份问卷，其中有效

问卷１７３份，有效率９７．７４％。被调查者的具体情

况见表１。

表１　１７３例新冠肺炎患者的基本特征

犜犪犫犾犲１　Ｂａｓ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１７３ＣＯＶＩＤ１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项目 调查人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１１５ ６６．４７

　女 ５８ ３３．５３

年龄（岁）

　＜２０ ５ ２．８９

　２０～３０ ２８ １６．１８

　３１～４０ ５３ ３０．６４

　４１～５０ ５３ ３０．６４

　５１～６０ ３４ １９．６５

病区

　普通病区 １４７ ８４．９７

　重症病区 ２６ １５．０３

２．２　入院前接受健康教育情况　参与此次调查的

所有新冠肺炎患者在入院前均接受了健康教育。共

调查了七项健康教育内容，包括开窗通风、保持室内

清洁、不串病房、佩戴口罩、手卫生、关门、咳嗽礼仪。

７０．５３％的患者入院前健康教育包括了此次调查的

所有内容，进一步分析发现，开窗通风为最常见的健

康教育内容（９９．４２％），而较少患者接受了有关咳嗽

礼仪的健康教育（７３．４１％）。见表２。

表２　１７３例新冠肺炎患者入院前接受健康教育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１７３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ｂｅｆｏｒｅ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内容 接受人数 构成比（％）

开窗通风 １７２ ９９．４２

保持室内清洁 １６９ ９７．６９

不串病房 １６９ ９７．６９

戴口罩 １６８ ９７．１１

手卫生 １６８ ９７．１１

关门 １６６ ９５．９５

咳嗽礼仪 １２７ ７３．４１

２．３　健康教育内容执行情况

２．３．１　口罩使用情况　调查发现，９８．２７％（１７０

例）的患者佩戴口罩，其中仅２例口罩佩戴方式不正

确，占１．１８％，２例患者均来自普通病区且均为男

性，年龄均在５１～６０岁。医用外科口罩的佩戴率最

高，占９４．１２％（１６０例），其次为一次性口罩（７例，

４．１２％），医用防护口罩（３例，１．７６％）。

２．３．２　手卫生执行情况　此次对新冠肺炎患者所

处隔离病区手卫生设施的配备情况进行调查，包括

洗手池、洗手液、干手纸巾、速干手消毒剂。调查发

现，仅２２．５４％ （３９ 例）手 卫 生 设 备 配 备 齐 全，

７７．４６％（１３４例）手卫生设施配备不齐全。其中洗

手池的配备率最高（１５０例，８６．７１％），其次是速干

手消 毒 剂 （１３６ 例，７８．６１％）、洗 手 液 （５９ 例，

３４．１０％）、干手纸巾（４８例，２７．７５％）。经分析，手

卫生设施配备齐全的情况下，患者每日洗手次数更

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０１）；较未配备速干

手消毒剂及仅配备速干手消毒剂的情况，同时配备

速干手消毒剂和其他手卫生设施时，患者每日洗手

次数更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４）；配备干手

纸巾较未配备干手纸巾时，患者的每日洗手次数更

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０１）。见表３。

２．３．３　咳嗽礼仪等健康教育实施情况　保持室内

清洁的执行率最高（１６６例，９５．９５％），其次是关门

（１６４例，９４．８０％）、开窗通风（１５８例，９１．３３％），咳

嗽礼仪的执行情况最差，仅１０７例患者能正确进行

咳嗽礼仪，占６１．８５％。进一步分析新冠肺炎患者

咳嗽礼仪的执行情况，发现随着年龄增大，咳嗽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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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手卫生设施配备情况下新冠肺炎患者手卫生实施情况

犜犪犫犾犲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ＨｏｆＣＯＶＩＤ１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ＨＨ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项目
调查人数

（狀＝１７３）

每日洗手次数［例（％）］

＜５次（狀＝４７） ５～１０次（狀＝９８） ＞１０次（狀＝２８）
χ
２ 犘

设备配备情况 １５．９３ ＜０．００１

　设施齐全 ３９ ０（０．００） ２９（７４．３６） １０（２５．６４）

　设施不齐全 １３４ ４７（３５．０８） ６９（５１．４９） １８（１３．４３）

速干手消毒剂配备情况 ４．１６ ０．０４

　未配备速干手消毒剂 ３７ １５（４０．５４） １６（４３．２４） ６（１６．２２）

　仅配备速干手消毒剂 ２３ １１（４７．８３） ８（３４．７８） ４（１７．３９）

　配备速干手消毒剂＋洗手池 １１３ ２１（１８．５８） ７４（６５．４９） １８（１５．９３）

干手纸巾配备情况 １５．０３ ＜０．００１

　配备干手纸巾 ４８ ０（０．００） ３４（７０．８３） １４（２９．１７）

　未配备干手纸巾 １２５ ４７（３７．６０） ６４（５１．２０） １４（１１．２０）

　　注：设施齐全指同时配备洗手池、洗手液、干手纸巾、速干手消毒剂，缺少其中一项即为设施不齐全。

执行不到位的比率越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０１）。普通病区的患者咳嗽礼仪的执行情况较

重症病区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０１）。进行

过咳嗽礼仪相关健康教育的患者咳嗽礼仪正确率达

８３．４６％，高于未进行咳嗽礼仪健康教育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０１）。见表４。

表４　新冠肺炎患者咳嗽礼仪实施情况［例（％）］

犜犪犫犾犲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ｕｇｈ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ｏｆ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Ｎｏ．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项目
调查例数

（狀＝１７３）

正确

（狀＝１０７）

不正确

（狀＝６６） χ
２ 犘

年龄（岁） １９．６６ ＜０．００１

　＜２０ ５ ４（８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３０ ２８ ２２（７８．５７） ６（２１．４３）

　３１～４０ ５３ ３６（６７．９２）１７（３２．０８）

　４１～５０ ５３ ３９（７３．５８）１４（２６．４２）

　５１～６０ ３４ ６（１７．６５）２８（８２．３５）

病区 １５．８２ ＜０．００１

　普通病区 １４７ １００（６８．０３）４７（３１．９７）

　重症病区 ２６ ７（２６．９２）１９（７３．０８）

是否进行健康教育 ９４．５７ ＜０．００１

　进行过 １２７ １０６（８３．４６）２１（１６．５４）

　未进行过 ４６ １（２．１７）４５（９７．８３）

３　讨论

新冠肺炎作为一种新发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

过飞沫和接触传播［２］，环境的清洁消毒以及公众的

自我防护对疫情防控意义重大。对医院患者进行疫

情期间自我防护相关健康宣教可以有效阻断传播途

径，防止交叉感染［４］。此次调查发现所有新冠肺炎

患者均进行了入院前健康宣教，高于以往研究中报

告的比例，殷环等［５］研究显示某三甲综合医院呼吸道

传染病医院感染高风险部门的医护人员向患者的宣

教意向仅为５０％，实际宣教的比例更低；孙乃红等
［６］

对感染疾病科患者调查显示手卫生宣教覆盖率仅

６０％。可能是由于此次调查对象均为已确诊的新冠

肺炎患者，医护人员重视程度高，而在日常工作中医

护人员常忽略患者中潜在的传染源，防范意识低；也

可能是由于新冠疫情期间对医务人员进行多次培

训，提高了医务人员的宣教意识。另外，此次调查发

现不同患者接受新冠肺炎相关健康宣教的内容不完

全一致，其中向患者宣教咳嗽礼仪的比例最低，可能

是由于医务人员对宣教内容掌握程度参差不齐，也

未完全意识到宣教内容的重要性［４］，因此仍需进一

步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培训。在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步

入常态化后，医院就诊量恢复如常，医院感染风险

大，防控难度大，此时更要提高警惕，做好患者相关

健康教育。

手是病毒传播的一个重要媒介，手卫生是减少

医院感染发生的最简单、经济有效的控制措施［７］，我

国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

中将手卫生列为本次预防新冠肺炎的重要措施

之一［８］。此次 调 查 显 示 在 手 卫 生 的 宣 教 率 达

９７．１１％时仍有２７．１７％的患者每日洗手次数少于

５次，经分析，手卫生依从性与手卫生设施配置情况

密切相关，本研究中新冠肺炎病区的手卫生设施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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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情况不容乐观，不到四分之一的手卫生设施配备

齐全，其中干手纸巾的配备率最低，游先容等［９］研究

显示，９０．９％医务人员认为洗手池旁无干手设施是

影响手卫生依从性的主要因素，同时研究显示从消

毒效果的角度一次性干手纸巾是最佳干手措施［１０］。

另外，此次调查显示速干手消毒剂的配备可以影响

患者手卫生依从性，可能是由于速干手消毒剂相比

流动水洗手可大大节约手卫生时间［１１］。全国医院

病区手卫生设施调查显示干手纸巾、速干手消毒剂

的配置率均呈上升趋势［１２］，这对推动提高患者手卫

生依从率意义重大。除医疗机构手卫生设施的配置

情况外，患者的手卫生知识仍存在不足［６，１３］也是影

响患者手卫生依从性的一大因素。除医务人员口头

宣教外，应通过海报、张贴标识等多种方式加大手卫

生宣教力度，或在医院建立多次手卫生环节［１３］，让

手卫生根植患者意识。

对于呼吸道传染病，呼吸道卫生、咳嗽礼仪是控

制传染源的重要措施［１４］。此次调查发现咳嗽礼仪

的执行情况最差，进一步分析发现年龄大、重症病

区、未进行过健康教育的患者咳嗽礼仪执行情况较

差，可能是因为年龄较大的患者学习及接受能力较

差，对新冠肺炎的认知较差。王磊等［１５］研究显示，

３０岁以下的居民对新冠肺炎的紧张度更高。患者

接受咳嗽礼仪的宣教可以提高其执行正确率，目前

公众对咳嗽礼仪的认识仍十分欠缺，浙江［１５］、

安徽［１６］两地对居民新冠肺炎认知、态度和行为调查

均显示居民咳嗽礼仪的正确率较低，因此应加强医

院内咳嗽礼仪的宣教。提高医务人员的宣教意识对

加强院内宣教亦十分重要，研究显示［５］医务人员对咳

嗽礼仪的认识不足可能会影响其宣教意向及行为。

综上所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患者的相关宣

教水平较平时有所提高，但仍有不足。在新冠疫情

防控常态化及复产复工之际，医院的疫情防控难度

将大大增加，加强对患者的宣教，尤其是呼吸道卫

生、咳嗽礼仪等的宣教意义重大。希望可以通过对

重点科室重点人群的关注，加强医务人员培训及流

程制度的制订，进一步提高对患者的健康宣教水平，

从而提高患者的自我防护意识，降低患者及医务人

员的感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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