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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安徽省不同级别新冠肺炎定点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部门人力资源配置现状，分析存在问

题及薄弱环节，为健全感控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依据。方法　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于２０２０年４月对安徽省各级新

冠肺炎定点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部门基本情况、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配置情况进行调查，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共调查６８所医疗机构，其中省级医院６所，市级医院１９所，县级医院４３所。省、市、县级医疗机构医院感染

管理专职人员配比达标的医院分别占１６．６７％、２６．３２％、５１．１６％。全省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中女性占８４．８２％；

医院感染管理队伍以护理专业为主，占５９．５３％；高级职称人员仅占２１．０１％。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专

职人员在专业、学历分布、医院感染管理工作年限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结论　安徽省新

冠肺炎定点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部门存在专职人员配备不足、专业单一、学历偏低、职称晋升困难等情况，人力

资源配置有待进一步优化，医疗机构及相关管理部门应加强感染监控人才队伍建设，推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感染

监控工作的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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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感染感染管理直接影响医疗质量和患者安

全，是医院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现代医院

综合质量水平的重要标志［１］。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

国医院感染管理步入专业化发展道路以来，经过３０

年的发展，中国的医院感染管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目前我国的医院感染管理与防控事业仍面临

着严峻的挑战，其中，新发传染病的不断出现与医疗

机构自身医院感染管理组织体系不健全之间的矛盾

显得尤为突出［２］。２０１９年１２月迄今，由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所导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２０１９，ＣＯＶＩＤ１９，简称新冠肺炎），蔓延全

国，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９日２４时，全国３１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

例８２９６５例
［３］，严重威胁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

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在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

程中，医院感染管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标准预防、

个人防护、清洁消毒等感染控制措施的有效执行显

著推动了疫情防控工作。然而，在此次疫情中出现

的医务人员感染、医院感染暴发等事件也凸显了医

院感染防控中的不足与漏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２月１４日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２月１１日２４时，

全国医务人员确诊病例１７１６例，占比３．８％。其中

６例不幸死亡，占死亡病例的０．４％。医务人员确诊

病例中湖北有１５０２例，占全国医务人员确诊病例

的８７．５％，其中武汉市１１０２例
［４］。因此，如何构建

一支专业化、规范化的感染监控队伍，充分发挥感控

专职人员及临床医务人员在预防患者和医务人员感

染方面的主导作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

形式下的医院感染防控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旨在通

过对安徽省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疗机构医院感

染管理部门基本情况及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配置

现状进行调查分析，探讨医院感染管理部门人力资

源方面存在的问题，以期为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

以及日后恢复常规医疗工作后的医院感染预防与控

制工作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所有调查对象均来自安徽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公布的全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医疗救治

定点医院［５］，共计６８所，其中省级医院６所，市级医

院１９所，县级医院４３所。

１．２　调查方法　由安徽省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控制

中心专家通过检索文献［６］等方式制定问卷调查表，

进行预调查并修改完善后形成最终调查问卷，依托

问卷调查平台（问卷星）发放至安徽省各级新冠肺炎

定点医疗机构，由各单位医院感染管理部门负责人

填写上报，最后对提交问卷进行汇总审核。

１．３　调查内容　（１）医院基本情况，包括医院等级、

实际开放床位数等；（２）医院感染管理部门专职人员

配置情况，包括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总数、专职人

员配比情况（开放床位数／专职人员数）等；（３）医院

感染管理专职人员基本情况，包括专职人员性别、年

龄、专业、学历、职称及从事医院感染管理工作年

限等。

１．４　统计分析　所有调查数据经审核校对后应用

ＳＰＳＳ２４．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医院感染管理基

本情况进行描述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采用

χ
２ 检验或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进行检验。以犘≤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医院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涉及安徽省、市、

县级新冠肺炎定点医疗机构６８所，其中三级医院

２５所，占３６．７６％，二级医院４３所，占６３．２４％；实

际开放床位数 ＜５００ 张的医疗机构 １５ 所，占

２２．０６％，５００～１０００ 张的医疗机构 ２７ 所，占

３９．７１％，＞１０００张床位的医疗机构 ２６ 所，占

３８．２４％；每１０００张床专职人员数量＜４名的医疗

机构４１所，占６０．２９％，≥４名的医疗机构２７所，占

３９．７１％。见表１。

２．２　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配置情况　６８所医疗

机构中实际开放床位数共计７４９２９张，医院感染管

理专职人员总数２５７名，其中满足每２５０张实际开

放床位配备１名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的医院２８

所，占４１．１８％。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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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安徽省新冠肺炎定点医疗机构基本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　Ｂａｓ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ＯＶＩＤ１９ｉｎＡｎｈｕ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项目
省级医院（狀＝６）

医院数（所） 构成比（％）

市级医院（狀＝１９）

医院数（所）构成比（％）

县级医院（狀＝４３）

医院数（所）构成比（％）

合计（狀＝６８）

医院数（所）构成比（％）

医院等级

　三级医院 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５ ７８．９５ ４ ９．３０ ２５ ３６．７６

　二级医院 ０ ０．００ ４ ２１．０５ ３９ ９０．７０ ４３ ６３．２４

开放床位数（张）

　＜５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２１．０５ １１ ２５．５８ １５ ２２．０６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５．２６ ２６ ６０．４７ ２７ ３９．７１

　＞１０００ 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４ ７３．６９ ６ １３．９５ ２６ ３８．２４

每１０００张床专职人员数量（名）

　＜４ ５ ８３．３３ １５ ７８．９５ ２１ ４８．８４ ４１ ６０．２９

　≥４ １ １６．６７ ４ ２１．０５ ２２ ５１．１６ ２７ ３９．７１

表２　安徽省新冠肺炎定点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

员配置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Ｉ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ｕｌｌｔｉｍｅｓｔａｆｆｉｎ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ＯＶＩＤ１９ｉｎ

Ａｎｈｕ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医院

级别

医院数

（所）

总床位数

（张）

医院感染

管理专职

人员数（名）

专职人员配比

达标医院数

［所（％）］

省级 ６ １８９０７ ５９ １（１６．６７）

市级 １９ ２５７２７ ８４ ５（２６．３２）

县级 ４３ ３０２９５ １１４ ２２（５１．１６）

合计 ６８ ７４９２９ ２５７ ２８（４１．１８）

２．３　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基

本情况比较　６８所医疗机构中共有２５７名医院感

染管理专职人员。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

专职人员的专业、学历、从事医院感染管理工作年限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性别、年

龄、职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

所调查的省、市、县级医院中，医疗专业的医院感染

管理专职人员分别占２２．０３％、１０．７１％、４．３９％，呈

现递减趋势，护理专业的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分

别占３７．２９％、５２．３９％、７６．３２％，呈现递增趋势。在

省、市、县级医院中，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医院感染管

理专职人员分别占５０．８５％、１６．６７％、０．８８％，呈现

递减趋势；从事医院感染管理工作年限＜５年的专

职人员分别占３５．５９％、４２．８６％、５４．３９％，呈现递

增趋势，从事医院感染管理工作年限超过１０年的专

职人员分别占５０．８５％、３３．３３％、１５．７９％，呈现递

减趋势。见表３。

表３　安徽省不同级别新冠肺炎定点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基本情况比较

犜犪犫犾犲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ｂａｓ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Ｉ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ｕｌｌｔｉｍｅｓｔａｆｆ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ＣＯＶＩＤ１９ｉｎＡｎｈｕ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项目
省级医院（狀＝５９）

人数 构成比（％）

市级医院（狀＝８４）

人数 构成比（％）

县级医院（狀＝１１４）

人数 构成比（％）

合计（狀＝２５７）

人数 构成比（％）
χ
２ 犘

性别 １．４３９ ０．４８７

　男 １１ １８．６４ １４ １６．６７ １４ １２．２８ ３９ １５．１８

　女 ４８ ８１．３６ ７０ ８３．３３ １００ ８７．７２ ２１８ ８４．８２

年龄（岁） ３．０４５ ０．５５０

　＜３５ ２３ ３８．９８ ２７ ３２．１４ ３１ ２７．１９ ８１ ３１．５２

　３５～５０ ２４ ４０．６８ ４２ ５０．００ ５８ ５０．８８ １２４ ４８．２５

　＞５０ １２ ２０．３４ １５ １７．８６ ２５ ２１．９３ ５２ 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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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犜犪犫犾犲３，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项目
省级医院（狀＝５９）

人数 构成比（％）

市级医院（狀＝８４）

人数 构成比（％）

县级医院（狀＝１１４）

人数 构成比（％）

合计（狀＝２５７）

人数 构成比（％）
χ
２ 犘

专业 ４０．０８４ ＜０．００１

　医疗 １３ ２２．０３ ９ １０．７１ ５ ４．３９ ２７ １０．５１

　护理 ２２ ３７．２９ ４４ ５２．３９ ８７ ７６．３２ １５３ ５９．５３

　公卫 １５ ２５．４２ ２１ ２５．００ １３ １１．４０ ４９ １９．０７

　检验 ７ １１．８７ ９ １０．７１ ２ １．７５ １８ ７．００

　其他专业 ２ ３．３９ １ １．１９ ７ ６．１４ １０ ３．８９

学历 ３８．６６３ ＜０．００１

　博士 ４ ６．７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１．５６

　硕士 ２６ ４４．０７ １４ １６．６７ １ ０．８８ ４１ １５．９５

　本科 ２５ ４２．３７ ５０ ５９．５２ ６３ ５５．２６ １３８ ５３．７０

　大专及以下 ４ ６．７８ ２０ ２３．８１ ５０ ４３．８６ ７４ ２８．７９

职称 － ０．５５０

　正高 １ １．７０ ５ ５．９５ １ ０．８８ ７ ２．７２

　副高 ９ １５．２５ ２０ ２３．８１ １８ １５．７９ ４７ １８．２９

　中级 ２８ ４７．４６ ３７ ４４．０５ ６９ ６０．５２ １３４ ５２．１４

　初级及以下 ２１ ３５．５９ ２２ ２６．１９ ２６ ２２．８１ ６９ ２６．８５

医院感染管理

工作年限（年）
２６．３１０ ＜０．００１

　＜５ ２１ ３５．５９ ３６ ４２．８６ ６２ ５４．３９ １１９ ４６．３０

　５～１０ ８ １３．５６ ２０ ２３．８１ ３４ ２９．８２ ６２ ２４．１３

　＞１０ ３０ ５０．８５ ２８ ３３．３３ １８ １５．７９ ７６ ２９．５７

　　注：表示采用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检验。

３　讨论

当前，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艰苦

努力，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向好的态势进一步巩

固，防控工作已从应急状态转为常态化［７］。但是，境

外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增长态势仍在持续，我国外防

输入压力较大，国内防止新冠肺炎疫情反弹的复杂

性也在增加，近期山东省、黑龙江省个别医疗机构发

生了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充分说明当前医疗机构

面临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形势依然严峻，对强化

医院感染管理与防控、健全感染监控人才队伍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８］。

《医院感染监测规范》中要求，医院应按每２００～

２５０张实际使用病床，配备１名医院感染管理专职

人员［９］，而在调查中显示，安徽省６８所新冠肺炎定

点医疗机构中，仅有４１．１８％的医疗机构符合上述规

范要求，低于国内研究［１０１１］的其他省市医院感染管

理专职人员配备情况，而对于省、市级医院，符合要

求的仅占１６．６７％、２６．３２％，表明安徽省特别是省、

市级医院的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配备不足的情况

十分明显。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医院

感染管理专职人员队伍在流程设置、个人防护、标准

预防、培训督导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承受着

时间长、强度高、压力大的高负荷工作，容易出现职

业倦怠［１２］，影响医院感染防控工作的执行和落实，难

以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医院感染防控工作要

求。医院感染管理工作责任重大，重点部门多，承担

风险高，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凸显了各级医疗机

构在消毒隔离、无菌操作、标准预防及个人防护方面

仍存在诸多问题，如没有人员充足的医院感染防控

队伍支撑，将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医疗安全隐患。医

院管理者需意识到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配备情况

是影响医院感染管理工作执行力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调查中显示，安徽省新冠肺炎定点医疗机构医

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中有８４．８２％的人为女性，可能

与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中护理专业占主导有关，

调查显示，全省５９．５３％的专职人员为护理专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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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级医院护理专业人员占比达７６．３２％，而医疗、

公卫、检验等专业在省、市、县三级医院的比例均呈

现递减趋势，表明安徽省定点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

理专职人员中护理人员占绝大多数，医疗、公卫、检

验等相关专业人员仍显不足，在县级定点医院尤为

明显。护理人员由于专业知识所限，对多重耐药菌

及新发传染病管理、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流行病学

调查等方面缺少足够的认识，使得专职人员在医院

感染管理工作中业务职能发挥受限［１３］。医院感染管

理是一个多学科专业，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应

积极吸纳医疗、公卫、检验、药学等专业人才力量，进

一步优化感染监控队伍专业结构，最大限度发挥医

院感染防控职能［１４］。

从学历分布来看，６８所定点医疗机构的医院感

染管理专职人员中本科学历者占５３．７０％，硕士及以

上学历者仅占１７．５１％，低于刘思娣等
［１５］研究的结

果（全国调查为２５．３１％），且其在省、市、县级医院的

分布呈现递减趋势，县级医院大专及以下学历者占

４３．８６％，表明安徽省新冠肺炎定点医疗机构医院感

染管理专职人员专业层次偏低，综合素质和业务能

力有待进一步加强。随着新发传染病等的不断出

现，我国医院感染防控风险不断增加，但是目前医院

感染管理专职人员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在面对较为

复杂或不明原因疫情时，难以保证有效应对风险的

能力［１６］。面对严峻的医疗安全形势，各级医院需从

根本上重视医院感染防控，提高对医院感染管理队

伍梯队建设和人才储备的重视程度，优化感控人才

队伍结构，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１７］。

调查结果显示，安徽省新冠肺炎定点医疗机构

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中从事医院感染管理工作年

限不足５年的占４６．３０％，且在省、市、县级医院的分

布呈现递增趋势，而从事医院感染管理工作超过１０

年的仅占２９．５７％，且在省、市、县级医院的分布呈现

递减趋势，充分显示出我省目前医院感染管理专职

人员队伍不稳定、流动性大、后备力量薄弱等特点，

基层医院尤为突出，可能与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

职称晋升困难有关。调查显示，安徽省新冠肺炎定

点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中高级职称者仅

占２１．０１％，正高职称者仅占２．７２％，由于安徽省乃

至全国都缺乏专一针对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的专

业技术职称系列，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通过背景

专业序列晋升障碍重重，同时，职称晋升难题也是阻

碍优秀中青年医务人员加入医院感染管理队伍的一

大障碍，导致专业队伍不稳定，人才流失［１８］。医疗机

构及相关管理部门应加强感染监控人才队伍建设，

健全感染监控专职人员职业发展路径和激励机制，

加大投入力度，保持感染监控队伍的稳定性，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形式下，有效推动医院感染防控各项工

作做实做细。

新发传染病是医疗机构在感染性疾病防控方面

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医院应按要求为医院感染管

理部门配足数量且专业结构满足工作需要的专职人

员，吸引高素质人才加入感染监控队伍，改善其晋升

道路，不断探索和实践，促进感染监控学科建设，有

效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的各项医院

感染防控工作［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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