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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甘肃省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结核病认知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结核病

防控意识提供依据。方法　设计《甘肃省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结核病认知现状调查问卷》，通过“问卷星”调查甘肃

省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对结核病的认知现状，并统计分析医务人员结核病知识认知程度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收集

有效问卷６０６３６份。被调查的医务人员中，女性占７８．８９％；年龄３０～３９岁的人员最多，占３９．６４％；护理人员占

５３．０５％。５７４４０名医务人员对结核病认知程度得分为合格（总分≥１４分），占９４．７３％；３１９６名为不合格（总分≤

１３分），占５．２７％。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所在医疗机构不同等级、类型、是否设有传染病科室，不同性别、年龄、民

族、学历、专业技术、职称、工作年限、参与职业防护培训次数的医务人员结核病认知合格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均犘＜０．０５）。结论　影响甘肃省医务人员结核病认知的因素较多，可通过增加结核病防治知识培训次数、提高

医务人员学历，以及加强护理或医技人员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等途径和方法来提高医务人员结核病认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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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报道，世界上每年约有

１０００万人罹患结核病
［１］。２０２１年，全球估算结核

病患者为１０６０万，其中中国位居第三（７．４％），是

我国高负担病种之一［２］。在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疫情的背景下，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与结核分枝杆

菌双重感染的病例，协同作用加重了患者的疾病负

担。而同时，相比于普通人群，医护人员因工作原因

感染结核分枝杆菌的风险更高。在中低收入国家

中，因缺乏感染控制措施，医务人员潜伏性结核分枝

杆菌感染（ｌａｔｅｎｔ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ＬＴＢＩ）发生

率比高收入国家高［３］。２０１９年 ＷＨＯ报告来自７６

个国家２．２万医务人员的结核病病例中，１８％来自

中国，而５０％以上的医疗机构对于医务人员结核病

防治工作的关注度不高。甘肃省地处西部，经济相

对滞后，各医疗机构结核病防控经费不足，部分医院

结核病感染防控机制不健全，导致医疗机构特别是

基层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感染结核分枝杆菌的风险

较大［４］。因此，医务人员结核病医院感染防控问题

亟待解决。但至今关于甘肃省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结

核病认知情况调查的报道较少，本研究通过了解甘

肃省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结核病的认知程度，分析其

影响因素，为有效提高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结核病防

控意识，预防医务人员结核病的发生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取横断面调查方式，选择甘肃省

各州市５１４９所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进行结核病

防控知识知晓度调查。

１．２　资料收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星”形式开展，设

计《甘肃省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结核病认知现状调

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１）医疗机构基本信息，如

医疗机构等级、类型、是否设有传染病科室；（２）医务

人员基本信息，如性别、年龄、民族、学历、专业技术、

职称、工作年限、接受职业防护培训次数；（３）结核病

防治知识途径及学习意愿，如肺结核知识主要来源、

认为自身是否需要加强结核病知识教育；（４）结核病

防治知识认知程度，如结核病的传播途径、结核病高

危人群、结核病患者日常防护措施等。问卷共包括

２２个问题，每题１分，问题分值范围为０～２２分，参

照标准答案给分，回答正确得１分，回答错误或选择

“不清楚”不得分。总分越高则认知程度越高，对结

核病防治知识越了解；总分越低则认知程度越低。

得分≥１４分认为医务人员结核病认知程度为“合

格”，≤１３分认为认知程度为“不合格”。

１．３　质量控制　查阅文献，按照研究目的与意义，

制定研究方案以及问卷。指定负责人并对其进行线

上培训，负责组织医疗机构内医务人员参与问卷调

查。在调查期间，各医疗机构负责人监督现场问题

回答，并及时解读，保证填写准确性。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分析软件

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构成比描述，

对通过问卷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单因素分析，组间比

较采用卡方检验，筛选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探

讨甘肃省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结核病知识认知程度的

影响因素。犘≤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资料　本研究共收集６０８１５份问卷，其

中有效问卷为６０６３６份，有效率９９．７１％。在被调

查的医务人员中，女性占７８．８９％；年龄３０～３９岁

的人员最多（３９．６４％）；汉族人员占９４．７７％；教育

水平以本科为主（５８．６７％）；护理人员（５３．０５％）、初

级职称（６４．４８％）、工作年限在１０年以上（３７．０１％）

的人员居多；５６．９４％的人员接受过３次及以上职业

防护培训。医务人员主要就职于二级甲等医疗机构

（３３．４９％），就职的医疗机构类型主要以综合医疗机

构为主（７６．０７％），４７．４７％的医务人员所在医疗机

构设有传染病科室。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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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医务人员对肺结核防治知识的获取途径及学习

意愿　医务人员获得肺结核防治知识的主要途径为

培训（８１．７５％）；５７．５５％的医务人员认为自己非常需

要加强防护教育，４１．００％的医务人员认为自己需要

加强防护教育，而只有１．４５％的医务人员认为自己

不需要加强防护教育或对其持无所谓态度。见表２。

２．３　医务人员结核病防治知识认知情况　６０６３６

名医务人员中，５７４４０名对结核病认知程度得分为

合格（总分≥１４分），占９４．７３％；３１９６名对结核病

认知程度得分为不合格（总分≤１３分），占５．２７％。

表１　６０６３６名医务人员的基本资料

犜犪犫犾犲１　Ｂａｓ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６０６３６ＨＣＷｓ

项目 人员数量（名） 构成比（％）

性别

　女性 ４７８３７ ７８．８９

　男性 １２７９９ ２１．１１

年龄（岁）

　＜２０ ３２ ０．０５

　２０～ ２１３５５ ３５．２２

　３０～ ２４０３５ ３９．６４

　４０～ ９７８８ １６．１４

　５０～ ５１８８ ８．５６

　６０～ １９６ ０．３２

　７０～８９ ４２ ０．０７

民族

　汉族 ５７４６１ ９４．７７

　回族 １５１８ ２．５０

　藏族 １１３０ １．８６

　土族 １０９ ０．１８

　东乡族 １０８ ０．１８

　其他 ３１０ ０．５１

学历

　大专及以下 ２３２３１ ３８．３１

　本科 ３５５７３ ５８．６７

　硕士及以上 １８３２ ３．０２

专业技术

　护理 ３２１６４ ５３．０５

　医疗 １９１００ ３１．５０

　医技 ６６４１ １０．９５

　其他 ２７３１ ４．５０

项目 人员数量（名） 构成比（％）

职称

　初级 ３９０９９ ６４．４８

　中级 １５７０３ ２５．９０

　副高级 ４９８９ ８．２３

　正高级 ８４５ １．３９

工作年限（年）

　＜３ １４０９１ ２３．２４

　３～ ８９８６ １４．８２

　６～ １５１１９ ２４．９３

　１０～ ２２４４０ ３７．０１

职业防护培训

　３次及以上 ３４５２７ ５６．９４

　２次 ７１３６ １１．７７

　１次 １０６０８ １７．４９

　无 ８３６５ １３．８０

所在医疗机构等级

　二级甲等 ２０３０５ ３３．４９

　三级甲等 １９５８７ ３２．３０

　三级乙等 ７８７１ １２．９８

　一级 ５１０４ ８．４２

　二级乙等 ２５５３ ４．２１

　其他 ５２１６ ８．６０

所在医疗机构类型

　综合医疗机构 ４６１２５ ７６．０７

　专科医疗机构 １４５１１ ２３．９３

所在医院设有传染病科室

　否 ３１８５３ ５２．５３

　是 ２８７８３ ４７．４７

表２　６０６３６名医务人员对肺结核防治知识的获取途径及学习意愿

犜犪犫犾犲２　Ａｃｃｅｓｓａｎｄ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ｍｏｎｇ６０６３６ＨＣＷｓ

项目 人员数量（名） 构成比（％）

肺结核知识主要来源

　培训 ４９５６７ ８１．７５

　工作积累 ３９６３２ ６５．３６

　自学 ３６３１８ ５９．９０

　学术会议 ２５５０４ ４２．０６

　其他 ２７８０ ４．５８

项目 人员数量（名） 构成比（％）

是否需要加强防护教育

　非常需要 ３４８９４ ５７．５５

　需要 ２４８６２ ４１．００

　不需要 ６７８ １．１２

　无所谓 ２０２ 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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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甘肃省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结核病认知现状影

响因素分析　将研究对象按照肺结核认知程度得分

是否合格分为两组，并对特征指标进行赋值（见表３）

后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所在医疗机构不同

等级、类型、是否设有传染病科室，不同性别、年龄、

民族、学历、专业技术、职称、工作年限、参与职业防

护培训次数医务人员的结核病认知合格率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见表４。

表３　甘肃省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结核病认知程度变量赋值表

犜犪犫犾犲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ＨＣＷ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ｎ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ｉ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变量 赋值

所在医疗机构等级 １＝其他；２＝三级乙等；３＝三级甲等；４＝二级乙等；５＝二

级甲等；６＝一级

所在医疗机构类型 ０＝专科医疗机构；１＝综合医疗机构

设有传染病科室 ０＝否；１＝是

性别 １＝男性；２＝女性

年龄 １＝＜２０岁；２＝２０岁～；３＝３０岁～；４＝４０岁～；５＝５０岁

～；６＝６０岁～；７＝７０岁～；８＝８０～８９岁

民族 １＝汉族；２＝回族；３＝藏族；４＝土族；５＝东乡族；６＝其他

变量 赋值

学历 １＝大专及以下；２＝本科；３＝硕士及以上

专业技术 １＝其他；２＝护理；３＝医技；４＝医疗

职称 １＝初级；２＝中级；３＝副高级；４＝正高级

工作年限 １＝＜３年；２＝３年～；３＝６年～；４＝１０年～

参加过几次职业防护培训 ０＝无；１＝１次；２＝２次；３＝３次及以上

肺结核认知程度得分 ０＝≤１３分；１＝≥１４分

表４　甘肃省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结核病认知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犜犪犫犾犲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ＨＣＷ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ｎ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ｉ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因素
合格

（狀＝５７４４０）

不合格

（狀＝３１９６）

合格率

（％） χ
２ 犘

所在医疗机构等级

　三级乙等 ７４８６ ３８５ ９５．１１ ５７．８１５ ０．００１

　三级甲等 １８４７９ １１０８ ９４．３４

　二级乙等 ２４１５ １３８ ９４．５９

　二级甲等 １９２７１ １０３４ ９４．９１

　一级 ４９２０ １８４ ９６．３９

　其他 ４８６９ ３４７ ９３．３５

所在医疗机构类

型

　专科医疗机构 １３６９３ ８１８ ９４．３６ ５．１２７ ０．０２４

　综合医疗机构 ４３７４７ ２３７８ ９４．８４

所在医院设有传

染病科室

　是 ２７３５２ １４３１ ９５．０３ ９．８１８ ０．００２

　否 ３００８８ １７６５ ９４．４６

性别

　男性 １２３３５ ４６４ ９６．３７ ８７．９８０ ０．００１

　女性 ４５１０５ ２７３２ ９４．２９

年龄（岁）

　＜２０ ２９ ３ ９０．６３ ３５２．５６８ ０．００１

　２０～ １９８４２ １５１３ ９２．９２

　３０～ ２２７５９ １２７６ ９４．６９

　４０～ ９５３５ ２５３ ９７．４２

　５０～ ５０３９ １４９ ９７．１３

　６０～ １９４ ２ ９８．９８

　７０～ ３７ ０ １００

　８０～８９ ５ ０ １００

因素
合格

（狀＝５７４４０）

不合格

（狀＝３１９６）

合格率

（％） χ
２ 犘

学历

　大专及以下 ２１５６４ １６６７ ９２．８２ ２８２．６４３０．００１

　本科 ３４０９１ １４８２ ９５．８３

　硕士及以上 １７８５ ４７ ９７．４３

民族

　汉族 ５４４８５ ２９７６ ９４．８２ ４７．２６９０．００２

　回族 １４３０ ８８ ９４．２０

　藏族 １０３３ ９７ ９１．４２

　土族 １０２ ７ ９３．５８

　东乡族 １０１ ７ ９３．５２

　其他 ２８９ ２１ ９３．２３

专业技术

　护理 ３０２５４ １９１０ ９４．０６ ７６７．６４８０．００１

　医技 ６１９６ ４４５ ９３．３０

　医疗 １８６３７ ４６３ ９７．５８

　其他 ２３５３ ３７８ ８６．１６

职称

　初级 ３６４６９ ２６３０ ９３．２７ ５０２．３６６０．００１

　中级 １５２０４ ４９９ ９６．８２

　副高级 ４９３０ ５９ ９８．８２

　正高级 ８３７ ８ ９９．０５

工作年限（年）

　＜３ １３１３６ ９５５ ９３．２２ ２３３．１６３０．００１

　３～ ８４３４ ５５２ ９３．８６

　６～ １４２１６ ９０３ ９４．０３

　１０～ ２１６５４ ７８６ ９６．５０

职业防护培训

次数

　无 ７４９３ ８７２ ８９．５８ ７２０．６１１０．００１

　１次 ９８９５ ７１３ ９３．２８

　２次 ６７２０ ４１６ ９４．１７

　３次及以上 ３３３３２ １１９５ ９６．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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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研究［５］发现，相对于普通人群，医务人员接触结

核病患者的时间长、感染风险高，结核病的感染率和

患病率远高于普通人群。本研究纳入的６０６３６名医

务人员以女性为主，与相关研究［６８］纳入的医务人员

中女性占比接近，其原因为医疗机构护理人员中女性

占比较高。研究中５８．６７％的医务人员学历为本科，

其次为专科及以下、硕士及以上，这与相关研究［７，９］

纳入的医务人员学历占比相近，说明目前我国各医

疗机构医务人员学历构成相对不高，应继续优化医

疗队伍结构，提高高学历医务人员占比，增强医疗机

构核心竞争力。同时，调查中专业技术人员数以护

理占比最高，其次为医疗、医技，显示医护比例倒置

问题逐步得到改善，但仍与卫生部要求的１∶２的医

护比例存在一定差距。另外，研究纳入医务人员主

要分布在二级、三级医疗机构及综合医疗机构，且超

过半数医务人员就职于未设传染病科室的医疗机

构。二级和三级医疗机构等医疗资源雄厚，承担地

方上主要的医疗救助工作，但半数医疗机构仍需要

不断强化传染病科室构建。

本研究纳入的６０６３６名医务人员中，有８１．７５％

的医务人员的肺结核防治知识通过培训获得，表明

培训仍是目前医务人员提高自身对结核病知识认知

的主要途径［１０］。医疗机构应当增加开展学术会议

的次数，丰富医务人员的知识获取方式。此外，认为

自己需要或非常需要加强防护教育的医务人员占

９８．５５％，说明目前各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加强防护教

育的意愿较强烈，而部分医疗机构在此方面的工作

开展仍有所欠缺，难以满足医务人员加强防护教育

的需要。甘肃省各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对于结核病的

认知程度合格率达９４．７３％，高于《全国结核病防治

规划》所规定的全民结核病防治核心信息知晓率

的８５％。本次调查对象虽然为医务工作者，但仍有

５．２７％的医务人员未达到合格标准，应继续开展针

对医务人员的结核病知识培训等工作。

本研究发现，医务人员的学历越高、职称越高、

接受的职业防护培训次数越多，医务人员对结核病

认知程度越高，这与相关研究［９，１１］结果一致。学历

越高、职称及工作年限与医务人员专业基础知识和

临床医学工作经验密切相关。频繁接受职业防护培

训的医务人员，对于结核病的发病机制、传播途径、

结核病患者的日常防护措施以及自身的防护措施更

加了解，因此认知程度相对较高［１２１３］。同时，本研究

发现，医疗专业人员的认知程度相较于护理、医技专

业人员高，与相关研究［１１，１４］结果相似。可能与护理

及医技人员所要求掌握的医学知识、技能范畴与医

生相比有较大差异有关。一项关于护理人员技能的

研究［１５］显示，护理人员专业基础技能的学习培训偏

向于拓展知识的广度而非深度，所学主要为公共基

础课程中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的简化版。除此之外，

在医疗机构中，护理人员与临床医生相比，缺乏接受

系统、持续培训进修的机会。而医技人员从事的科

室主要是检验科、放射科等，长期以来医技人员的人

才培养与目前临床医学的发展存在脱节，难以高效

满足目前临床医学的需要［１６］。因此，医技工作人员

的结核病认知水平应不断加强。

综上所述，影响甘肃省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结核

病防治知识认知程度因素较多，各级医疗机构应有

的放矢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一步提高医务人员结

核病认知程度，包括加强医务人员的职业防护培训

次数，引进高学历医务人员，同时主动提高自身学

历，对护理、医技工作人员加强培训，通过体制机制

将培训与考核及评奖评优挂钩。针对非传染病科室

医务人员及未设有传染病科室的医疗机构定期开展

结核病健康教育宣传活动等，不断提高医疗机构医

务人员对结核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提高健康水平。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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