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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工勤人员手卫生培训新模式与效果观察
樊安会　龚文钦通讯作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重庆　402160）

【摘　要】目的：对医院工勤人员卫生培训模式进行研究，分析卫生培训后所能够取得的实际效果。方法：选择我院工勤人
员 50 例，展开手卫生培训工作，研究时间段为 2019 年 7 月 -2019 年 12 月，在整个研究期间，需要展开对这些工勤人员的手卫
生培训工作，并由专人记录相应的观察指标，以作后期的数据分析。结果：经研究论证发现，医院工勤人员在接受培训之后，在
七步洗手的正确率、依从性以及相应知识的掌握度，对于工作坊的满意度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与展开培训前的各项数值相比有
着较大的差异，P<0.05。结论：对医院工勤人员展开手卫生培训工作，能够有效增强工勤人员对于相关医疗知识的学习兴趣，因
而也能够切实的掌握好七步洗手以及各类药物的正确使用方法，对于今后的医学服务发展，促进和谐的医患关系的形成均有着一
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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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部分院内感染的研究中发现，手卫生是造成院内感染

的直接因素，因而部分学者提出了要有效的控制院内感染，就

必须要做好医护人员的手卫生工作，而医院工勤人员作为医院

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同样应当要重视这一点。然而工勤人员的

素质普遍不高，与医护人员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培训起来存

在着一定的困难。由此，这些医学者的研究中指出了对于医院

工勤人员的培训必须创新模式，以此来让工勤人员更多的掌握

到相应知识，提升工勤人员的整体素质以及对于知识学习的兴

趣。而工作坊则是一种近些年来才兴起的教学方法，但是其实

用性强，培训效果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1]。由此，我院

同样展开了将工作坊用于医院工勤人员手卫生的培训工作中，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从我院选取部分工勤人员作为研究对象，而为了有效的展

开本次研究，需要我院主导工作坊培训模式的护士长以及相关

责任护士来进行有效的培训，但需要保证参与到本次研究中的

我院工勤人员能够符合研究纳入标准 [2]。由此，本次工作坊培

训模式的直接负责人需要积极展开对工勤人员的治疗调查与分

析，经调查工勤人员的资料发现，男性工勤人员有 7 例，均龄

（41.78±2.91）岁，女性工勤人员有 43 例，远远超过男性工

勤人员，均龄为（39.45±2.73）岁。除此之外，我院参与到

本次研究的工勤人员中有着配餐员 3 人，救护司机 3 人，运送

工 14 人，保洁员 13 人，陪护人员 17 人。展开对于这些工勤

人员的文化水平调查，发现，工勤人员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

包含着本科文化水平的 3 人，专科文化水平的 3 人，高中文化

水平的 7人，初中文化水平的 10人，其余皆为小学文化水平，

这对于本次的培训工作开展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阻碍，且在我

院曾经的研究以及在部分学者的研究中指出了，对于医院工勤

人员的培训工作会因为其文化水平而受到诸多影响，导致培训

的整体效果不佳，虽然本次研究采用的是工作坊培训模式，且

该模式已经过多数学者的研究被证明了在培训中心能够取得较

好的效果，但是我院在研究过程中仍需要注意许多方面的问题。

全体工勤人员均在我院工作满 5 年以上，具备着一定的工作经

验，能够在处理部分难题上迅速的做出判断，在整理好了这些

工勤人员的资料之后，立刻开展工作坊培训模式 [3]。

1.2　方法

工作坊的培训模式与医院所采用的一般性质的培训模式有

着很大的区别，此模式很好的指出了培训的目的，工勤人员应

当在培训中找你给我怎样的知识，工勤人员在培训中应当怎样

来做出具体的事项，工作坊培训模式与一般的培训模式有着较

大的区别，其营造出了一种多人共同参与的局面，让众多医院

工勤人员能够在此培训模式下进行怀题的探究，知识探究，且

在此基础上取得进步。利用工作坊的培训模式，能够很好地将

工勤人员代入到研究中来，积极的参与讨论，这是一般培训模

式所不具有的特点。而在本次的研究中，以我院 50 名工勤人

员作为研究对象，需要展开具体的培训工作，并收集培训后的

各项结果，以作分析。具体来说有着以下步骤：①工作坊的成

立，工作坊的成立需要在医院感染管理科、手术室、消毒中心

等等部门共同努力，并由护士长一名以及相应的责任护士来协

同负责，包括着对我院工勤人员安排培训内容、培训场地等等，

除此之外，工作坊培训模式的开展需要有一定的规范和制度来

约束，让工勤人员能够在制度的约束下进行培训，提升自身的

工作技能，提升工作水平，并且在工作坊模式下提升自身对于

知识学习的兴趣 [4]。②具体的培训内容，工作坊模式下的培训

内容有着很多，包括着图表制作、问卷调查、图表展示、情景

模拟等等诸多内容，具体而言有着以下几点：

第一，问卷的制作与调查。利用工作坊模式展开对于问卷

的制作，在问卷制作时，需要包括着一定的手卫生知识，包括

着手卫生知识培训工作的调查、如何来做好手卫生的具体操作

等等，待问卷制作完成之后，需要由工作坊模式的护士长以及

责任护士来对工勤人员分发问卷，让工勤人员填写问卷，且需

要如实进行填写，这对于后期的数据分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除此之外对于问卷中所涉及到的一些疑问，也可以询问责任护

士。

第二，展开理论授课。理论授课这一环节应当是工作坊模

式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华凌，且也是众多培训模式中都包含着的

基础内容。在工作坊摸熟悉爱展开对于我院工勤人员手卫生的

理论授课，主要讲解手卫生与院内感染之间的关系，讲解手卫

生与患者病情康复之间的关系，进而让工勤人员意识到手卫生

的重要性。具体内容主要有着七步洗手法以及脱手套、戴手套

的规范，让工勤人员能够真正的了解到具体的理论知识，且也

能提升工勤人员对于这些知识的掌握程度。

第三，图片展示。仅仅讲述理论知识，只能让工勤人员知

晓应当怎样去做好手卫生，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提升工勤人员手

卫生意识，但是却不能很好地满足当前医疗制度改革的需要。

且工勤人员也不能全方位的了解到手卫生与院感之间的关系，

认为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很紧密，于是其手卫生意识也得不

到提升。而利用图片展示的方法能够直观的让工勤人员了解到

做好手卫生对于推进患者康复进程，助力于患者的治疗的重要

性，同时也能够更为直观的让工勤人员了解到手卫生与院感之

间的密切关系。

第四，操作规范。实践才能真正的提升工勤人员手卫生技能，

将工勤人员通过工作坊模式所学习到理论知识付之于现实，同

样还能够帮助到患者的临床治疗。护士长以及责任护士要在授

课现场做好示范，即做好七步洗手法的示范，让工勤人员了解

到具体的七步洗手法应当如何来做，同时还要规范工勤人员具

体的洗手时间，干手措施等等，组合要求责任护士以及护士长

在进行具体的实践操作时要能够很好地进行演示，将其中的细

节展示出来。以此来让工勤人员在展开具体的操作时能够注意

其中的细节 [5]。

第五，营造好情景。在部分学者对于工作坊模式的研究中，

指出了工作坊模式是一种将群众聚集起来的，展开具体的讨论

的，在工作坊模式下进行分组、调研以及实际操作的这一种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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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由此，工作坊模式也能够发挥积极作用。而营造的情景内

容主要包括着配餐、喂食、擦身、运输标本等等一系列与工勤

人员工作相关的情景，让工勤人员能够在与自身工作有关的情

境中做好一定的练习，进而在真正展开工作的过程中，也能够

做好手卫生。且通过情景模拟来看，工勤人员若是在情景中发

生了突发状况，在某些工作中未能做好，这也是工勤人员在自

身工作中都可能遇到的问题。由此，就需要通过做好情景模拟

来解决这些问题。

③需要建立起监督机制。任何的培训都需要监督才能发挥

其原本作用，工作坊培训模式同样如此，在此次开展的工作坊

培训中，主要内容是手卫生，让医院工勤人员更好地掌握手卫

生知识，关注手卫生与院内感染。而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也证

明了需要以监督机制来规范工勤人员的手卫生培训模式，这样

才能真正起到良好的效果。由此在护士长的带领下，责任护士

需要积极建设监督机制，保障工勤人员的培训能够在规范下执

行，同时也希望通过此方式来加强工勤人员的自觉性。对于学

习态度端正，表现优异的工勤人员可以给予适当奖励。监督机

制的建立不仅在于护士长与责任护士的共同协作，还应当通过

我院部分患者来进行监督，让医院工勤人员在卫生培训工作受

到患者的监督，若工勤人员没有按照规范来展开相应工作，患

者可以向值班护士进行反映，共同展开对于工勤人员手卫生的

监督管理。

1.3　观察指标

开展手卫生工作坊培训的护士长与责任护士需要记录 50 名

工勤人员在实施培训前以及培训后的不同指征的手卫生依从性

指标以及对于工作坊模式下的培训工作满意度，工勤人员对于

手卫生知识的掌握程度等等，记录好这些数据之后，才能展开

后续的数据分析工作，展开后续的研究。

1.4　统计学方法

在记录好这些数据之后，责任护士需要将数据准确无误的

输入于 EXCEL 表格中利用 EXCEL 表格来对数据进行处理、归类，

然后在利用 SPSS21.0 统计学软件做检验，若 P<0.05，则说明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根据研究论证发现，在利用工作坊模式进行对工勤人员的

手卫生培训之后，工勤人员在接触患者、脱手套后、接触标本

等之后都能够有效的进行手部卫生的清洁工作与消毒工作、干

手工作等等。而在做好了这些工作之后，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避

免患者发生感染，降低院内感染的发生几率。

展开对于医院工勤人员工作坊模式的培训，以提升工勤人

员对于手卫生知识的掌握程度，并展开对工勤人员关于工作坊

模式教学的评价探究，发现，工勤人员对于此模式的评价满意

度较高，且在掌握七步洗手法方面，工作坊模式实施之后，工

勤人员大部分已经能够正确掌握七步洗手法了，与该模式实施

之前相比，差异较大，P<0.05。具体结果如下：

在工作坊培训模式实施后，工勤人员关于界接触患者、接

触标本后等等的手卫生依从性明显提升，与实施前相比，差异

较大，P<0.05，具体结果见表 2：

根据研究调查显示，在实施工作坊模式展开对我院工勤人

员的手卫生培训工作后，我院工勤人员的依从性明显提升了不

少，不论是配餐员、救护司机等，还是保洁员等等都能有效进

行手卫生，做好院感控制的工作。与实施之前相比，差异较大，

P<0.05。具体见表 3：

3　讨论

医院工勤人员的手卫生与院内感染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想

有效控制院内感染就必须要及重视工勤人员的手卫生管理工

作。然而在众多医学者的研究中指出了对于工勤人员展开手卫

生培训工作所取得的成效较低，对于控制院感并没有太大的帮

助，工勤人员也没有真正掌握好手卫生知识，连七步洗手法的

内容也未能真正掌握。而工作坊是近些年来才兴起的一种培训

模式，利用工作坊能够充分调动人员的学习积极性，促进人员

在工作中交谈。将工作坊培训模式运用于对医院工勤人员的手

卫生培训中，能够提升工勤人员做好手卫生的意识，有效控制

院感。以上研究也充分证明了此模式的良好效果，因而该模式

具备着较大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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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工勤人员培训后的七步洗手法掌握对比

项目
实施前 实施后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手卫生知识掌握率 32 64% 45 90%

工作坊模式的满意度 21 42% 46 92%

注：P<0.05

表 2：实施前后工勤人员不同指征手卫生依从性对比

项目
实施前 实施后

应执行次数 执行次数 执行率（%） 应执行次数 执行次数 执行率（%）
接触患者后 33 9 27.27% 39 27 69.23%
接触标本后 10 3 30% 12 9 75%
脱手套后 15 2 13.33% 15 13 86.67%

注：P<0.05

表 3：工作坊模式实施之后的工勤人员依从性对比

项目
实施前 实施后

应执行次数 执行次数 依从性（%） 应执行次数 执行次数 依从性（%）
配餐员 10 2 20% 12 7 58.33%

救护司机 4 1 25% 5 3 60%
运送工 19 4 21.05% 21 13 61.90%
保洁员 16 9 56.25% 17 14 82.35%

陪护人员 34 19 55.88% 38 27 71.53%

注：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