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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对河南省10地市二、三级医院医务人员信息素养进行抽样调查,研究其现状,为制定科

研科教决策提供数据支持,为信息服务等提供借鉴与参考。
 

方法 利用标准化医务人员信息素养测评问卷,对

2021年5-11月河南省10地市多家二、三级医院医务人员开展调查。采用描述性统计、方差单因素分析等方

法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该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952份。医务人员信息素养总分平均分数偏低[(51.05±
13.50)分],主观信息素养能力[(71.54±12.29)分]和客观能力[(30.56±20.52)分]有较大差距。信息素养

4个维度量表得分最高的是信息道德,其次是信息意识、信息知识,最低的是信息能力。医务人员的性别、年龄、
学历、所在部门、从业年限、医院级别对于信息素养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信息行为及需求调查

选择最多的分别为:经常使用网络搜索引擎或专业数据库758人(79.62%);需要加强文献检索技能812人

(85.29%);常用国内医学数据库798人(83.82%);关注学术专业知识825人(86.66%);解决临床所遇问题

831人(87.29%);能正确判断、使用合法途径进行资料的收集884人(92.86%);会将新信息与个人经验结合,
并在实际运用中尝试新知识830人(87.18%)。结论 此次调查的医务人员信息素养水平较低,需在信息素质

教育培养、医院信息管理和建设、医院图书馆建设及服务等方面加强实践拓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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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A

 

sampl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medical
 

staff
 

in
 

secondary
 

and
 

tertiary
 

hospitals
 

in
 

10
 

cities
 

of
 

Henan
 

Province
 

to
 

study
 

its
 

current
 

situation,provide
 

data
 

sup-
port

 

for
 

making
 

scientific
 

research,science
 

and
 

education
 

decisions,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information
 

serv-
ices.Methods Using

 

the
 

standardized
 

medical
 

staff
 

information
 

literacy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the
 

medical
 

staff
 

of
 

many
 

second-tier
 

and
 

third-tier
 

hospitals
 

in
 

various
 

cities
 

of
 

Henan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from
 

May
 

to
 

November
 

2021.Descriptive
 

statistics,one-way
 

ANOVA
 

and
 

other
 

method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data.Results A
 

total
 

of
 

952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in
 

this
 

survey.The
 

average
 

score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medical
 

staff
 

was
 

low
 

[(51.05±13.50)points],and
 

there
 

was
 

a
 

large
 

gap
 

between
 

sub-
jective

 

information
 

literacy
 

ability
 

[(71.54±12.29)points]
 

and
 

objective
 

ability
 

[(30.56±20.52)points].The
 

highest
 

score
 

of
 

the
 

four
 

dimension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was
 

information
 

morality,followed
 

by
 

information
 

consciousness
 

and
 

information
 

knowledge,and
 

the
 

lowest
 

was
 

information
 

ability.The
 

gender,age,education,

department,years
 

of
 

practice,and
 

hospital
 

level
 

of
 

medical
 

staff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nformation
 

liter-
acy

 

scores
 

(P<0.01).The
 

most
 

selected
 

methods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and
 

demand
 

survey
 

were:The
 

most
 

selected
 

information
 

behaviors
 

and
 

needs
 

surveys
 

were:758
 

people
 

(79.62%)
 

often
 

used
 

web
 

search
 

engines
 

or
 

professional
 

databases;
 

812
 

people
 

(85.29%)
 

needed
 

to
 

strengthen
 

literature
 

retrieval
 

skills;
 

798
 

people
 

(83.82%)
 

commonly
 

used
 

domestic
 

medical
 

databases;
 

825
 

people
 

(86.66%)
 

paid
 

attention
 

to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831
 

people
 

(87.29%)
 

solved
 

clinical
 

problems;
 

884
 

people
 

(92.86%)
 

were
 

ab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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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ctly
 

judge
 

and
 

use
 

legal
 

means
 

to
 

collect
 

data;
 

830
 

people
 

(87.18%)
 

could
 

combine
 

new
 

information
 

with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try
 

new
 

knowledge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Conclusion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level
 

of
 

the
 

medical
 

staff
 

in
 

this
 

survey
 

was
 

relatively
 

low.So
 

researchers
 

will
 

need
 

to
 

strengthen
 

the
 

practice
 

and
 

expansion
 

research
 

in
 

the
 

aspect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and
 

training,hospital
 

information
 

manage-
ment

 

and
 

construction,hospital
 

library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etc.
[Key

 

words] Information
 

literacy; Medical
 

staff; Prefecture
 

hospitals
 

  进入21世纪,随着生物医学的不断发展,互联网

的广泛应用,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逐渐增高,医务人

员只有不断地更新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满足当前的

诊疗、科研需要。而当前的执业医师制度要求医务人

员保持医学继续教育,激励医务人员对医学知识的好

奇和终身学习的习惯,同样要求培养与之相适应的信

息素养技能[1]。随着循证医学的发展,要求医生从诊

疗经验、临床信息、患者实情3个方面综合考虑医疗

信息,而对医疗信息的收集、整理、筛选及综合评估是

选择治疗方案的关键步骤。只有充分掌握足够数量、
有价值的生物医学信息,医生才可以正确地判断自己

的治疗方案是否恰当,才能够减少日常医疗差错。信

息素养作为能力素质,成为医务人员终生学习的基础

和前提[2]。
最新数据统计,我国互联网用户到2020年规模

达9.04亿,网络医学信息容量急速增长。随着我国

二、三级医院信息化进程的大力推进,医疗机构信息

数字化比率正在快速增长,医院经过硬件上的发展之

后,对医院医疗质量、科研能力等内涵能力的提升要

求逐年增大,对医务人员的医学信息素养要求持续增

加[3]。因此,研究其现状,制定对策成为当务之急。
本文通过对河南省部分地市二、三级医院医务人员信

息素养进行调查,为制定科研科教决策提供数据支

持,为信息服务部门的信息服务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抽样横断面调查,选择

2021年5-11月对河南省10个省辖市多家医院(二、
三级医院)的医务人员展开纸质或电子问卷调查,医
务人员自愿填写,共收回952份有效问卷。

1.2 方法 调查问卷基于许卫卫的《医学生信息素

养标准化测评工具研制(二):测试题项》一文中的标

准化量表及测试题制定,该测评表的信度、效度均经

过检验,且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区分效度、整体信度、
反映度均较高[4]。为了使调查问卷更加符合医院和

医务人员的特点,调整了问卷中的部分内容[5],如重

新组织部分内容、增加信息安全、信息需求等题项、调
整部分测试题难度。最终形成的《医务人员信息素养

调查问卷》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个人基本信息,包
括:性别、年龄、学历、职称、岗位、从业年限、所在医院

级别、是否为教学医院;第二部分是15个5级量表

题,分别从信息素养4个维度(意识、知识、能力、道
德)进行主观意识测试;第三部分包括13个单选题,
用于客观测试受调查者的信息素养水平;第四部分是

7个信息行为及需求调查多选题。正式调查开始前先

进行预调查,预调查问卷中量表的信度检验 Cron-
bach's

 

α相关系数为0.88,效度KOM值为0.81,问卷

信效度良好,然后开始正式调查。委托当地卫健委科教

科人员在本地二、三级医院发放,本着自愿填写的原则,
最终在河南省内10个地市的二、三级医院完成了1

 

010
份的问卷调查回收,经审核有效问卷952份,有效率为

94.25%。
问卷使用电子问卷或纸质问卷的方式。电子问

卷以腾讯问卷作为数据采集平台,从问卷平台导出

SPSS格式数据库文件,形成SPSS数据库。纸质问卷

数据分别由2名研究者录入核对无误后并入电子问

卷数据库。对于量表题,每题5
 

个选项分为从完全不

能、不太能够
 

、不确定、基本能够、总是能够5个等级,
依次赋值为1~5分,得分高者表示能力强,满分75
分。单项客观测试题,回答正确得1分,错误得0分,
满分13分。需求多选题按勾选项统计各选项计数。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分析。将每个受调查者信息素养得分经百分

制标准化后进行比较,通过描述性统计找出医务人员

信息素养各维度中的认知得分与实际信息能力测试

上的差别。通过方差单因素分析对量表做数据处理,
判断不同级别医院、性别、年龄、学历、职称、岗位、从业

年限、所在医院级别的医务人员信息素养的差异。信息

行为及需求多选题采用频数(百分比)描述,观察相关行

为及需求在医务人员中所占的比例。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 被调查医务人员涉及10地市多家

医院,共 调 查952人,其 中 女625人(65.7%),男

327人(34.3%);学历构成:博士19人(2.0%),硕士

381人(40.0%),本科466人(49.7%),专科84人

(8.8%)、其他2人(0.2%),其他一般资料见表1。

2.2 问卷得分情况分析 被调查的952名医务人员

信息素养水平(含量表和测试题得分)经百分制标准

化换算后平均总分为(51.03±13.50)分。总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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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19.18分,最高分95.49分,总分众数为31.85。量

表平均总分(71.54±12.29)分,测试题平均总分

(30.56±20.52)分,整体分数偏低,且主观得分远高

于客观测试得分(表2)。信息素养总分小于60分的

698人占73.3%,60~<80分243人占25.5%,80~
100分11人占1.2%;量表总分小于60分的172人占

18.1%,60~<80分505人占53%,80~100分275
人占28.9%;测试总分小于60分的843人占88.6%,

60~<80分104人占10.9%,80~<100分5人占0.
5%,统计结果表明,个人主观信息素养能力和实际能

力有认知较大差距。
信息素养4个维度量表的得分平均分因题数不

同总分不同,换算成单题标准化均值,其得分最高的

是信息道德3.97分,其次是信息意识3.81分、信息

知识3.44分,最低的是信息能力3.27分。见表3。

2.3 单因素分析 对量表与测试表的分值百分标准

化后,对其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对符合齐性要求的因

素进行方差分析显示,其中医务人员的性别、年龄、学
历、从业年限、医院级别均有显著性差异,只有职称未

见显著性差异,所在岗位方差未满足方差分析条件。
男性医务人员信息素养综合得分高于女性医务人员,
可能跟男性兴趣倾向于信息科技较多,相关技能较娴

熟有关。在年龄方面,40岁以下(含40岁)的医务人

员得分高于40岁以上的医务人员,说明年轻医务人

员或因教育、信息技术普及、信息技术接受程度等因

素信息素养提高较大。30~<40岁得分最高,可能此

阶段的医务人员正是医院技术中坚力量,多种技能更

加宽泛、成熟。学历方面可以看出学历越高信息素养

越高;除去大于或等于40年工作年限的医务工作者,

从业年限越高得分越低,这可能与年资越高的医务工

作者接触信息技术较少有关;医院级别越高医务人员

得分越高和医院相关培训教育、科研需求有关。职称

未见显著性差异,综合考虑可能是因为近年来高校加

强医学生信息能力教育,医学生的计算机水平、互联

网应用普遍较高。低年资的医学生入职后提高了低

职称医务人员信息素质得分,拉平了与高职称人员的

差异。见表4。
表1  医务人员基本情况表

变量
人数

(n)

百分比

(%)
变量

人数

(n)

百分比

(%)

性别 岗位

 女 625 65.7
 

 医疗 586 61.6
 

 男 327 34.3
 

 护理 164 17.2
 

年龄(岁)  药学 38 4.0

 20~<30 277 29.1
 

 医技 103 10.8

 30~<40 442 46.4
 

 其他 61 6.4

 40~<50 178 18.7
 

从业年限(年)

 50~60 55 5.8
 

 0~<5 285 29.9

学历  5~<10 217 22.8

 专科 84 8.8
 

 10~<20 270 28.4

 本科 466 48.9
 

 20~<30 122 12.8

 硕士 381 40.0
 

 30~<40 56 5.9

 博士 19 2.0
 

 ≥40 2 0.2

 其他 2 0.2
 

医院级别

职称  省直三级 133 14.0

 初级 354 37.2
 

 市三级 579 60.8

 中级 352 37.0
 

 市二级 113 11.9

 副高 190 20.0
 

 县二级 127 13.3

 正高 56 5.9

表2  信息素养主观与客观测试题得分情况表

变量 平均数(x±s,分) 众数(分) 最小值(分) 最大值(分)
0~<60分

[n(%)]
60~<80分

[n(%)]
≥80分

[n(%)]

量表总分 71.54±12.29 80.00 30.67 100.00 172(18.1) 505(53.0) 275(28.9)

测试总分 30.56±20.52 7.69 0 92.31 843(88.6) 104(10.9) 5(0.5)

总分 51.05±13.50 31.85 19.18 95.49 698(73.3) 243(25.5) 11(1.2)

表3  信息素养四个维度量得分情况表

信息素养
平均分

(分)

标准化均值

(分)

中位数

(分)

满分

(分)

题数

(个)

信息道德 11.92 3.97 4.00 15 3

信息意识 15.24 3.81 3.75 20 4

信息知识 6.88 3.44 3.50 10 2

信息能力 19.61 3.27 3.33 30 6

2.4 信息行为及需求分析 信息行为及需求调查显

示,受调查人员各项目前3位的选项频数。接受调查

的医务人员获取医学信息,选择最多的是使用网络搜

索引擎或专业数据库758人(79.62%);需要加强哪

方面的知识来提高医学信息获取能力,选择最多的是

文献检索技能812人(85.29%);经常用的网络医学

资 源,选 择 最 多 的 是 国 内 医 学 数 据 库 798 人

(83.82%);平时最关注的信息类型是学术专业知识

825人(86.66%);查找医学信息最主要原因是解决临

床所遇问题831人(87.29%);信息道德行为,选择前

3位的行为是正确判断、使用合法途径进行资料的收

集884人(92.86%)、尊重他人知识产权、拒绝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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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人(92.02%),引用他人的知识、劳动成果会指明

出处870人(91.39%),选择比例全部都在90%以上,
说明绝大部分医务人员信息道德得分较高和前半部

分测试结果一致;在对新信息采取的处理方式选项

中,处于前3位的是会将新信息与个人经验结合,并在

实际运用中尝试新知识830人(87.18%),会对新旧知

识进行对比801人(84.14%);将之前的检索目标(信息

需求)逐步优化734人(77.10%)。另外,只有63.24%
的医务人员能够较果断地决定是否接受或摒弃新信息,
说明一部分医务人员辨识能力较弱。见表5。

表4  信息素质问卷单因素分析情况(n=952)

项目 类别 人数(n) 平均分数(x±s,分) 方差齐性检验 F(合并) P

1.您的性别? 男 327 53.22±13.60 0.648 13.00 <0.01

女 625 49.92±13.32

2.您的年龄? 20~<30岁 277 51.26±13.26 0.705 6.17 <0.01

30~<40岁 442 52.41±13.41 .

40~<50岁 178 49.14±12.98 .

50~<60岁 55 45.26±15.22

3.您的学历? 专科 84 42.19±11.11 0.967 101.00 <0.01

本科 466 45.44±11.40

硕士 381 58.95±11.27

博士 19 69.91±11.68

其他 2 45.03±11.53

4.您的职称? 初级 354 50.49±13.19 0.731 0.66 >0.05

中级 352 50.92±13.45

副高 190 52.10±14.15

高级 56 51.84±13.70

5.您所在的部门或岗位? 医疗 586 52.29±13.15 0.000

护理 164 43.24±10.56

药学 38 54.99±11.54

医技 103 56.46±14.18

其他 61 48.54±15.15

6.您的从业年限? 0~<5年 285 52.70±13.37 0.366 8.74 <0.01

5~<10年 217 53.79±13.11

10~<20年 270 50.65±13.39

20~<30年 122 46.17±12.14

30~<40年 56 44.64±14.57

≥40年 2 50.05±13.49

7.您工作的医院级别? 县二级 127 43.64±11.17 0.054 21.63 <0.01

市二级 113 47.65±13.52

市三级 579 52.56±13.22

省直三级 133 54.42±13.81

表5  信息行为调查前3位选项情况表

项目 选项 人数(n) 百分比(%)

1.您主要通过以下哪种途径获取医学信息? 1.网络搜索引擎或专业数据库 758 79.62

2.查阅书籍或期刊 744 78.15

3.参加学术会议 709 74.47

2.您认为需要加强哪方面的知识提高您的医学信息获取能力? 1.文献检索技能 812 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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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信息行为调查前3位选项情况表

项目 选项 人数(n) 百分比(%)

2.医学专业知识 708 74.37

3.互联网应用 631 66.28

3.您经常用的网络医学资源有哪些? 1.国内医学数据库(如Sinomed、万方、知网) 798 83.82

2.通用搜索引擎(如谷歌、百度等) 626 65.76

3.国外医学数据库(如Pubmed、Medline、EMBASE等) 478 50.21

4.您平时最关注哪些类型的信息? 1.学术专业知识 825 86.66

2.医学前沿资讯 707 74.26

3.科研信息 573 60.19

5.您查找医学信息主要原因是? 1.解决临床所遇问题 831 87.29

2.提升专业诊疗水平 753 79.10

3.科研需要 610 64.08

6.您认为信息道德都包括哪些行为? 1.正确判断、使用合法途径进行资料的收集 884 92.86

2.尊重他人知识产权、拒绝抄袭 876 92.02

3.引用他人的知识、劳动成果会指明出处 870 91.39

7.从信息获取到利用的过程中,您对新信息采取的处理方式是? 1.会将新信息与个人经验结合,并在实际运用中尝试新知识 830 87.18

2.会对新旧知识进行对比分析 801 84.14

3.将之前的检索目标(信息需求)逐步优化 734 77.10

3 讨  论

自“十三五”以来,国家将医学科技创新摆在了核

心位置,深入开展医学信息研究,推动医疗大数据创

新发展;全力做好医学战略情报研究服务体系建设:
加强国家医药卫生信息资源中心建设已被提上日

程[6]。河南省作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大省,GDP
 

总量位

居全国第5位[7]
 

。近年来,科研立项、科技成果数量、
质量均有长足的进步,但与其他先进省份相比还有很

大的差距[8]。虽然医学高校已加强医学信息方面的

教育教学[9],但脱离高校的医务工作者的医学信息素

养及需求情况是否发生改变尚待进一步了解[10]。为

了解河南省医务人员的医学信息素养的现状,本研究

初步完成我省部分地市医务工作者医学信息素养

调研。
研究表明,被调查的952名医务人员信息素养水

平整体分数偏低,主观得分远高于客观测试得分,说
明个人主观信息素养能力和实际能力有较大差距。
受测医务人员普遍信息道德及信息意识得分较高,但
信息知识及能力得分较低。信息道德的提高应与近

年来科研诚信相关政策的颁布及医学生在校教育的

普及有关。例如,为加强抵制学术不端行为,中国科

协等7个部门共同制定并发布了《发表学术论文“五
不准”》,即不准由“第三方”、代投论文、代改论文等。
此类制度的发布和实施给医务人员学术研究划出了

红线,有助于规范学术行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创
新理念的推广、医学科研需求的增加、医院软实力发

展需要等因素,有助于促进医院医务人员信息意识的

提高。信息知识及能力的短板,可能和河南省各地市

医院尚未重视文献检索在职教育、医院图书馆建设、
馆员业务水平低等因素有关。研究显示,医务人员的

性别、年龄、学历、从业年限、医院级别等因素影响医

务人员医学信息素养水平,这可能与医院医务人员的

人群特征、医院的配置、医院的管理科研需求等密切

相关[10],有待进一步分析调研。因此此调查对象主要

为地市二、三级医院的医务人员,相较于省直属三级

医院科研水平较弱。信息素养行为及需求方面调查

显示,其科研动向主要关注与国内科研前沿有关;平
时最关注信息的类型是学术专业知识,医学前沿资

讯、科研信息只排在第2、3位;需求最多的技能是加

强文献检索技能方面的知识来提高医学信息获取能

力;查找医学信息最主要原因还是解决临床所遇问

题;受调人员能够将新信息与个人经验结合,并在实

际运用中尝试新知识、会对新旧知识进行对比、将之

前的检索目标逐步优化,有63.24%的医务人员能够

较果断地决定是否接受或摒弃新信息,但排在选项第

4位说明所调查的医务人员信息辨识能力较其他能力

弱。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抽样人群有限,覆盖面或

不够全面,可能存在样本代表性不足,从而导致结论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改进

调查方法来提高样本的代表性。
综上所述,医务人员是医院运行的主体,提高医

务人员队伍的信息素质和能力,将会促进医院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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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整体水平提高[11]。随着地市级医院提升自

身软实力及科研需求的增加,河南地市级医务人员的

信息素养急待增强,其中信息知识、信息能力的提高

是当前工作的重点。各地市级医院要提高对信息素

养教育的重视,加强人员信息素养的培养,加强医院

图书馆建设,提高信息服务能力等措施。其中医院图

书馆应充分发挥医学专业情报服务工作的专长,根据

专业发展和临床需求,以为读者创建更为有利的使用

环境、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加强对读者的培训

等措施提高医务人员的信息素养[12]。为医务人员更

好地服务于临床,为医院更好地发展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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