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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通过调查医疗机构后勤保洁人员对医院内感染防控(感控)认知的现状,为构建后勤保

洁人员感控培训和管理方案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2023年3月1-9日采用自行设计的后勤保洁人员调查问

卷,通过目的抽样法,应用问卷星对重庆市45家医疗机构541名后勤保洁人员进行问卷调查。有效问卷回收

率为100%。结果 541名后勤保洁人员中女性占89.83%(486/541);初中学历者占50.65%(274/541);工作

年限大于5年者占21.44%(116/541);通过媒体或学校获取感控知识者占12.20%(66/541)。结论 提升后勤

保洁人员感控认知、树立劳动模范、构建感控文化、加强人文关怀、稳定人才队伍是预防医院内感染的方法之

一,助推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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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quo
 

of
 

the
 

awareness
 

of
 

hospital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mong
 

cleaning
 

staff
 

in
 

medical
 

institutions,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ining
 

and
 

management
 

plan
 

of
 

cleaning
 

staff
 

on
 

infection
 

control.Methods From
 

March
 

1
 

to
 

9,2023,a
 

self-
designed

 

questionnaire
 

for
 

logistic
 

cleaning
 

personnel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541
 

cleaning
 

staff
 

in
 

45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Chongqing
 

by
 

means
 

of
 

objective
 

sampling
 

method.The
 

effective
 

questionnaire
 

recovery
 

rate
 

was
 

100%.Results Women
 

accounted
 

for
 

89.83%
 

(486/541)
 

of
 

the
 

541
 

cleaning
 

staff;middle
 

school
 

accoun-
ted

 

for
 

50.65%
 

(274/541);High
 

job
 

mobility
 

and
 

have
 

worked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accounted
 

for
 

21.44%
 

(116/541);12.20%
 

(66/541)
 

acquired
 

knowledge
 

through
 

the
 

media
 

or
 

school.Conclusion One
 

of
 

the
 

meth-
ods

 

to
 

prevent
 

hospital
 

infection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is
 

to
 

im-
prove

 

the
 

cognition
 

of
 

cleaning
 

staff
 

on
 

infection
 

control,establish
 

a
 

model
 

worker,build
 

a
 

culture
 

of
 

infection
 

control,strengthen
 

humanistic
 

care
 

and
 

stabilize
 

the
 

talent
 

team,so
 

a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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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发生以来,医院内感染这

一公共卫生问题进入公众视线[1]。医院内感染是公

共卫生领域非常关注的问题[2],医院后勤保洁人员承

担着医院环境清洁、消毒的大量工作,其工作质量严

重影响着医院内感染防控(感控)效果,关系着医院医

疗环境的安全[3]。而在医院日常管理工作中对医疗

机构后勤保洁人员团队的关注、对后勤保洁人员在工

作中对个人操作的评估、个人佩戴饰品及对感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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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等系统研究相对少见,既往研究表明,医院后勤

保洁人员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4]。本研究调查了

医疗机构后勤保洁人员对感控认知的现状,旨在为构建

后勤保洁人员感控培训和管理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1.1.1 研究对象 2023年3月1-9日采用目的抽

样法选取重庆市45家医疗机构后勤保洁人员作为研

究对象。
1.1.2 纳入标准 (1)正在医院参与后勤保洁工作;
(2)自愿参与本研究。
1.1.3 排除标准 (1)实习的后勤保洁人员;(2)因
事假或病假无法参与调查的后勤保洁人员。
1.2 方法

1.2.1 问卷设计 通过系统查阅相关指南、专家共

识及临床常见问题拟订调查问卷初稿,形成最终版调

查问卷。参与问卷设计人员中护理专家1名,工龄大

于或等于20年,专业技术职务为副主任护师;从事医

疗工作者2名,工龄大于或等于5年,专业技术职务

为中级及以上;问卷调查方法学专家1名,对问卷内

容进行同行评审;最终版调查问卷由9个部分组成,
36个条目:(1)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工作

医院的级别、职级、学历、到医院工作时间6个条目;
(2)对感控认知维度从对后勤保洁人员个人工作、个
人操作、对职业暴露、个人饰品、洗手、感控知识来源

和培训、病区环境消毒、对医疗废物及工作服清洗等

感控认知的30个条目测量后勤保洁人员对感控知识

的掌握情况。
1.2.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逐题提问,应用

问卷星对重庆市45家医疗机构541名后勤保洁人员

进行问卷调查。有效问卷回收率为100%。
1.3 统计学处理 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采
用描述性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541名 后 勤 保 洁 人 员 中 女 性 占

89.83%,>50~60岁者占52.68%,初中学历者占

50.65%,工作年限大于5年者占21.44%。见表1。
表1  基本情况(n=541)

项目 n 构成比(
 

%)

性别
 

 男 55 10.17

 女 486 89.83
年龄

 20~30岁 7 1.29

 >30~40岁 19 3.51

 >40~50岁 149 27.54

 >50~60岁 285 52.68

 >60~70岁 79 14.60

 >70岁 2 0.37

续表1  基本情况(n=541)

项目 n 构成比(
 

%)

工作医院的级别

 三级甲等 263 48.61

 三级乙等 17 3.14

 三级 72 13.31

 二级甲等 138 25.51

 二级乙等 12 2.22

 二级 35 6.47

 一级 4 0.74
职级

 保洁员 471 87.06

 保洁主管 30 5.55

 保洁负责人 16 2.96

 其他 24 4.44
学历

 大专及以上 22 4.07

 高中 55 10.17

 初中 274 50.65

 小学 190 35.12
到医院工作时间

 <1个月 32 5.91

 >1~3个月 37 6.84

 >3~6个月 42 7.76

 >6~12个月 61 11.28

 >1~2年 93 17.19

 >2~3年 80 14.79

 >3~5年 80 14.79

 >5年 116 21.44

2.2 
 

对个人操作、工作的认知 541名后勤保洁人

员中认为操作不当会对患者有影响者占89.65%,认
为操作不当会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者占92.05%。见

表2。
表2  对个人操作、工作的认知(n=541)

项目 n 构成比(
 

%)

操作不当对患者有影响吗

 有 485 89.65

 有一点儿 23 4.25

 没有 25 4.62

 不知道 8 1.48

操作不当会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吗

 有 498 92.05

 有一点儿 18 3.33

 没有 20 3.70

 不知道 5 0.92

保洁岗位重要吗

 非常重要 461 85.21

 很重要 79 14.60

 不太重要 1 0.18

 不重要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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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对职业暴露的认知 541名后勤保洁人员中对

职业暴露的了解通过入院教育培训者占70.98%,发
生过1次职业暴露者占25.88%,清楚职业暴露处置

流程者占73.57%。见表3。
表3  对职业暴露的认知(n=541)

项目 n 构成比(
 

%)

了解过职业暴露吗

 听说过 89 16.45

 入院教育培训过 384 70.98

 临床工作遇到过 24 4.44

 没听说过 44 8.13

本人或其同事发生职业暴露

 3次 7 1.29

 2次 8 1.48

 1次 140 25.88

 0次 386 71.35

知晓发生职业暴露处置流程吗

 清楚 398 73.57

 部分清楚 66 12.20

 不清楚 77 14.23

2.4 对个人饰品的认知 541名后勤保洁人员中指

甲很短者占73.75%,不佩戴饰品(包括戒指、橡皮筋、
手链等)上班者占94.09%。见表4。

表4  对个人饰品的认知(n=541)

项目 n 构成比(%)

手指甲长吗

 长(看起来很明显) 2 0.37

 短(有一点点) 140 25.88

 很短(几乎没有) 399 73.75

手上会佩戴饰品(包括戒指、橡皮筋、手链等)上班吗

 经常 10 1.85

 偶尔 22 4.07

 不会 509 94.09

戴了手套后直接取下就拿取自己的手机吗

 经常 11 2.03

 偶尔 49 9.06

 不会(先洗手再拿取) 481 88.91

2.5 对洗手的认知 541名后勤保洁人员中知晓会

六 步 洗 手 法 者 占 95.93%,知 晓 洗 手 时 机 者 占

92.42%,洗 手 揉 搓 时 间 每 次 均 大 于 15
 

s 者 占

95.93%。见表5。
2.6 感控知识来源和培训情况 541名后勤保洁人

员中从学校课堂或社会媒体途径获取感控知识者占

12.20%,认为很有参加必要培训者占89.28%。见

表6。
2.7 对医疗废物的认知 541名后勤保洁人员医疗

废物分类正确率为47.32%,医疗废物在医院内暂存

时间正确率为40.67%。见表7。
表5  对洗手的认知(n=541)

项目 n 构成比(%)

会按照医院教的六步洗手法洗手吗

 会 519 95.93

 会一部分 13 2.40

 不会 3 0.55

 完全没有概念 6 1.11

知晓什么时候(洗手时机)需要洗手吗

 知晓 500 92.42

 部分知晓 33 6.10

 不知晓 4 0.74

 完全不知晓 4 0.74

知晓流动水洗手后手待干的方式吗

 知晓 488 90.20

 部分知晓 41 7.58

 不知晓 8 1.48

 完全不知晓 4 0.74

知晓在医院工作洗手的重要性吗

 知晓 528 97.60

 部分知晓 10 1.85

 不知晓 3 0.55

 完全不知晓 0 0

洗手揉搓时间大于15
 

s吗

 没有 7 1.29

 偶尔 15 2.77

 每次 519 95.93

表6  感控知识来源和培训情况(n=541)

项目 n 构成比(%)

获取感控知识来源途径

 学校课堂或社会媒体 66 12.20

 老员工带新员工 221 40.85

 保洁主管培训 408 75.42

 医院感控部门及所在科室工作人员培训 341 63.03

感控知识培训重要吗

 很有必要 483 89.28

 有必要 57 10.54

 不是很必要 1 0.18

 不必要 0 0

2.8 对病区环境消毒的认知 541名后勤保洁人员

中床单元消毒需一人一巾者占84.84%,认为床单元

擦拭毛巾很有必要用颜色区分者占78.74%,熟悉消

毒液的配置方法者占38.26%,擦拭桌面或物表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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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S”形擦拭者占91.31%。见表8。
表7  对医疗废物的认知(n=541)

项目 n 正确率(%)

医疗废物分为几类

 3类 78 14.42

 4类 175 32.35

 5类 256 47.32

 6类 32 5.91

医疗废物在医院内暂存时间不得超过多少小时

 24
 

h 319 58.96

 48
 

h 220 40.67

 72
 

h 0 0

 96
 

h 2 0.37

医疗废物和锐器医疗垃圾可以放置在一个桶内吗

 部分可以 16 2.96

 少数可以 4 0.74

 少量可以 2 0.37

 不可以 519 95.93

表8  对病区环境消毒的认知(n=541)

项目 n 构成比(%)

床单元消毒是需要一人一巾吗

 不需要 6 1.11

 少数患者需要 13 2.40

 特殊患者需要 63 11.65

 所有患者均需要 459 84.84

床单元擦拭毛巾用颜色区分有必要吗

 很有必要 426 78.74

 有必要 104 19.22

 偶尔需要 3 0.55

 不需要 8 1.48

医院拖布和抹布分色使用预防感染重要吗

 很重要 484 89.46

 重要 50 9.24

 没有必要 7 1.29

熟悉消毒液的配置方法吗

 比较熟悉(可以多种浓度配置) 207 38.26

 熟悉(按照刻度配置) 321 59.33

 不是很熟悉 7 1.29

 不熟悉 6 1.11

擦拭桌面或物表经常采取“S”形擦拭吗

 经常采用 494 91.31

 偶尔采用 30 5.55

 没有必要(随便擦) 17 3.14

每天工作均是从1床开始挨着顺序做保洁吗

续表8  对病区环境消毒的认知(n=541)

项目 n 构成比(%)

 完全有必要(挨着顺序) 421 77.82

 偶尔有必要(看到阳性标识会跳开做) 105 19.41

 没有必要(想从哪里开始都可以) 15 2.77

每天工作开始前会去护士站了解病区感染患者吗

 每天均去了解 458 84.66

 偶尔问一下 51 9.43

 基本不去 16 2.96

 没有必要 16 2.96

为感染患者进行清洁消毒时会加穿隔离服吗

 经常穿 474 87.62

 偶尔穿 47 8.69

 基本不穿 17 3.14

 没有必要穿 3 0.55

2.9 对工作服清洗的认知 541名后勤保洁人员中

工作服清洗频次为1次/周者占27.73%,自己清洗、
消毒工作服者占60.44%。见表9。

表9  对工作服清洗的认知(n=541)

项目 n 构成比(%)

工作服清洗频次

 1次/月 6 1.11

 2次/月 7 1.29

 1次/周 150 27.73

 2次/周 378 69.87

工作服是自己清洗、消毒吗

 医院统一清洗 205 37.89

 偶尔自己清洗 9 1.66

 全都是自己清洗 327 60.44

工作服可以穿到会议室或食堂吗

 可以 26 4.81

 偶尔可以 13 2.40

 不可以 502 92.79

3 讨  论

  本研究541名后勤保洁人员多数为女性,占
89.83%,与既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5],女性相比男性

更能发挥人际关系的柔性优势及信息传递的语言优

势,公立医院保洁工作内容繁杂但流程简单,需要与

临床工作者、医院管理者、患者等不同群体保持良好

沟通[6],各医疗机构在选人的性别方面的方法是可

取的。
 

本研究541名后勤保洁人员文化水平呈较低状

态,以初中学历为主,占50.65%;年龄结构偏大,

>50~60岁占52.68%。有研究表明,后勤保洁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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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和自觉性是影响工作效率的主要因素,年长者在

换垃圾桶等基础项目的操作时间长于年轻者[7]。建

议合理配置各年龄层次后勤保洁人员。鉴于后勤保

洁人员的学历,在实际工作中需加强培训,必要时进

行一对一培训,提高其对感控知识的认知。
本研究541名后勤保洁人员在医院工作年限大

于5年者占21.44%,人员流动较大,与前期研究结果

一致[8]。保洁服务是当前公立医院第三方后勤服务

的主要内容之一。后勤保洁人员在医院长期处于隐

形地位,离职率较高,流动性较大,其工作质量是感控

体系的关键环节[9]。鉴于此,应加强院科两级督导,
加强人文关怀。

本研究541名后勤保洁人员通过学校课堂或社

会媒体途径学习感控知识者占12.20%,这个问题要

引起重视。本研究541名后勤保洁人员医疗废物在

医院内保存时间48
 

h的回答正确率仅为40.67%,对
多种消毒液浓度配制熟悉者占38.26%,每天工作均

从1床开始挨着顺序做的错误率为77.82%,工作服

是自己清洗、消毒者占60.44%,这些数据令人担忧,
多重耐药菌极易在病区和院区扩散导致医院内感染

的暴发。
关于后勤保洁人员对多种消毒液浓度配制熟悉

的问题,估计与后勤保洁人员常用的老带新的方式相

关,其容易出现错误消毒知识和错误消毒行为传承的

现象[10]。因此,每次岗前培训后应有知识和操作相应

考核,经考核合格后再上岗,对不合格者进行强化培

训。培训内容在注重知识教学的同时也应注重实际

操作的教学,可采用知识教学、模拟情景示教,规范带

教等方式进行培训,同时,将操作方式制作成图册、视
频[11-13],将环境卫生监测结果作为考核指标之一,也
可采用观察法、荧光标记法或荧光粉迹法等客观评价

方法,从而对后勤保洁人员消毒行为进行更为客观的

评价,并且将监测结果与后勤保洁人员薪资挂钩,有
奖有罚。

根据以上情况可分类别组织专题保洁沙龙或小

组讨论,树立劳动模范标兵,培养其自律习惯,促进感

控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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