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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抗埃博拉期间利比里亚护理人员标准隔离防护知识'态度和行为水平&

方法
!

以中国人民解放军

援利医疗队所在的埃博拉治疗中心的利比里亚方护理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国际标准隔离防护指南设计的0医护人员标

准隔离防护知信行1英文量表#通过涵盖一般情况'标准隔离防护知识'态度及行为等
&!

个条目的问卷对其进行调查#并采用

6

K

,*2-*3

相关分析检验标准隔离防护的知识'态度'行为
&

者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

问卷由
E"

名护理人员填写#有效回收率

%#=!$Z

&其标准隔离防护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平均得分分别是$

%=Cc#=#

%分'$

&'=CcC='

%分'$

'='c#=F

%分&经
6

K

,*2-*3

相关系数检验#护理人员标准隔离防护的知识与态度'态度与行为间存在正向线性相关关系$

8

&

"="$

#

8

&

"="#

%#而知识与行

为间无明显相关关系&

结论
!

世界卫生援助机构对当地护理人员的埃博拉病毒病相关隔离防护实践培训#一定程度上提升了

其隔离防护的行为水准&但由于缺乏系统的标准隔离防护理论培训#以及政府不能提供充足的隔离防护用品#利比里亚护理人

员对标准隔离防护的态度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这将影响国际援助撤离后利比里亚护理人员标准隔离防护的行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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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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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利比里亚作为遭受埃博拉病毒病$

HU04*;.21<

+.<,*<,

#

H>@

%肆虐的西非三国之一#医疗卫生保健

体系极度脆弱*

#

+

&由于医院缺乏个人防护设施和装

备#医护人员缺乏正规的标准隔离防护等方面的知

识培训#使得医护人员的职业暴露发生率非常高#其

中利比里亚
#

"

&

的医护人员因感染埃博拉病毒病而

死亡*

!

+

&增加医护人员对于可能的职业暴露风险和

院内感染的传播途径'如何执行标准隔离防护'避免

血液体液暴露等内容的培训#对于降低医护人员感

染乙肝'丙肝'艾滋病等血源性职业暴露疾病来说至

关重要*

&

+

#也可为如何做好
H>@

暴发期间的个人防

护奠定基础&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批援利医疗

队队员#笔者参与了中国埃博拉治疗中心$

HU04*

N2,*8-,38:3.8

#

HN:

%治疗病区内
H>@

确诊患者

的救护#深切体会到针对烈性传染病的严密职业防

护是医护工作展开的前提条件*

C

+

&本研究以中国

HN:

的利比里亚方护理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

国际标准隔离防护指南设计的0医护人员标准隔离

防护知信行1英文量表进行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C

!

对象和方法

#=#

!

研究对象
!

中国解放军援利医疗队所在的蒙

罗维亚中国
HN:

内利比里亚护理人员共计
E"

名#

均为当地招募的医院员工&

!"#$

年
!

月至
&

月#采

用整群抽样法对全体利比里亚护理人员进行问卷调

查#研究者将问卷逐一发放给每位自愿参加调查的

护理人员#并告知填写要求&

#=!

!

研究工具
!

问卷为基于国际标准隔离防护指

南设计的0医护人员标准隔离防护知信行1量表&包

括
$

个人口学特征条目#

!%

个标准隔离防护知识'

态度和行为条目&量表效度曾由感控专家从实用

性'精准性进行评价(知识'态度'行为
&

部分内容的

信度由内部一致性检验判定#

J203U*)M

)

<

#

系数分

别为
"=%!'

'

"=%E!

和
"=%'$

*

$

+

&

本研究通过
F

个问题分别来判定利比里亚护理

人员对于标准隔离防护知识'态度和行为的获得或

执行水平$表
#

%&其中问题
'

和
E

是反向问题#其余

为正向问题&正向问题中#知识水平的评估问题答

案为-是.'-否.'-不知道.#答对得
#

分#答错'不答

或不知道得
"

分#总分区间为
"

"

F

分(态度水平的

评估采用
R._,28$

级评分法作答#分别是-必要.'

-较必要.'-一般.'-较不必要.'-不必要.#得
$

'

C

'

&

'

!

'

#

分#总分区间为
F

"

C$

分#答-必要.或-较必

要.均被认为是积极的态度(行为水平的评估采用

R._,28$

级评分法作答#分别是-总是.'-经常.'-有

时.'-偶尔.'-从不.#-总是.得
#

分#其他选项得
"

分#总分区间为
"

"

F

分&

表
C

!

标准隔离防护措施相关的知识#态度和行为问题

序号
!!!!!!!

问题内容

#

护理患者前后均洗手

!

使用手套前后均洗手

&

接触血液'体液'分泌物和污染物后应立即洗手

C

在接触黏膜和不完整皮肤之前戴上手套

$

执行可能产生血液和体液溅射或喷洒的操作前戴上护

目镜

'

执行可能产生血液和体液溅射或喷洒的操作后立即用

含碘消毒液洗手

%

执行可能产生血液和体液溅射或喷洒的操作前戴上外

科口罩

E

针头毁形后丢弃在锐器盒内

F

执行可能产生血液和体液溅射或喷洒的操作前穿上防

水隔离服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6D66#'="

软件建立数据

库#标准隔离防护知识'态度和行为的获得或执行水

平由频数'均数和标准差来描述&采用
6

K

,*2-*3

相

关系数来检验知识
G

行为'知识
G

态度'态度
G

行为之间

的相关性#双侧检验水准$

#

%为
"="$

&

D

!

结
!

果

!=#

!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
!

护理人员中注册护士
!'

名'助理护士
$C

名&研究人员经过
&"-.3

的问卷

讲解后#发放调查问卷
E"

份#回收有效问卷
$%

份#

有效回收率
%#=!$Z

&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为

$

&!c'=!

%岁#以年龄
&"

"

&F

岁之间的护理人员为

主体#占
C%=CZ

(平均工作年限为$

C=%c$=#

%年(女

性占
CF=#Z

$

!E

"

$%

%#男性占
$"=FZ

$

!F

"

$%

%(注册

护士占
!C='Z

$

#C

"

$%

%#助理护士占
%$=CZ

$

C&

"

$%

%(中专$含以下%学历者为主#占
'E=CZ

$

&F

"

$%

%#

&#='Z

为大专或本科学历$

#E

"

$%

%&

!=!

!

利比里亚护理人员标准隔离防护的知"信"行

水平
!

利比里亚护理人员标准隔离防护知识'态度

和行为的平均得分分别为$

%=Cc#=#

%分'$

&'=Cc

C='

%分'$

'='c#=F

%分&经
6

K

,*2-*3

相关系数检

验#知识与态度$

/d"=&"#

#

8d"="!&

%'态度与行为

$

/d"=$C"

#

8d"="""

%存在正向线性相关关系#而知

识与行为无明显相关关系$

/d"=#$#

#

8d"=!'!

%&

标准隔离防护知识'态度和行为方面问题的回答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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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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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曹
!

洁#等
=

抗埃博拉期间利比里亚护理人员标准隔离防护相关知识'态度与行为调查

确率如图
#

所示&知识和行为两方面#回答正确率

最低的均为第
'

题$执行可能产生血液和体液溅射

或喷洒的操作后立即用含碘消毒液洗手%#态度方面

回答正确率最低的是第
E

题$针头毁形后丢弃在锐

器盒内%(正确率最高的均为第
#

题$护理患者前后

均洗手%&

图
C

!

标准隔离防护措施相关的知识#

态度和行为问题回答正确率

E

!

讨
!

论

西非地区由于经济落后#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

设不足#黄热病'疟疾'霍乱'伤寒等传染病在普通民

众中流行广泛&对利比里亚护理人员的标准隔离防

护相关知'信'行水平的调查#可以为今后采取针对

性干预措施提供参考&本研究发现#

'E=CZ

的护理

人员仅有中专或以下的教育背景#本国教育课程体

系中鲜有标准隔离防护相关理论知识(但其标准隔

离防护知识平均得分是$

%=Cc#=#

%分#高于研究对

象为
$

年级医学生的同类调查水平*

$

+

&

调查涉及的
F

个标准隔离防护问题中#-执行可

能产生血液和体液溅射或喷洒的操作后立即用含碘

消毒液洗手.及-针头毁形后丢弃在锐器盒内.回答

错误率较高#与国外类似研究*

$

+结果一致&这可能

与国家的标准隔离防护指南更新不及时有关#例如#

以前对注射器针头毁形#是为了防止一次性医疗用

品回收重复利用#但由于毁形过程中容易造成护理

人员的针刺伤#最新版的指南中规定#注射器不需要

毁形#直接丢弃入锐器盒内&因此#卫生行政主管部

门对于标准隔离防护指南的及时更新也是一项系统

工程#可以帮助医护人员共同降低职业感染暴露率&

本研究发现#尽管利比里亚护理人员标准隔离

防护知识'行为水平较高#但态度水平却较低&究其

原因#可能尽管利比里亚经济落后'医疗卫生保健体

系脆弱#但由于
H>@

的暴发#世界各国对利比里亚

提供了大量的无偿卫生援助#并对当地护理人员进

行了
H>@

相关隔离防护实践的全面培训#一定程度

上提升了其隔离防护的行为水准&例如#笔者所在

的中国驻利比里亚
HN:

内中方医护人员会定期对

利方护理人员进行标准防护及穿脱个人防护用品流

程的培训#利方护理人员能够按照中方教授的知识

严格执行标准防护步骤&但由于缺乏系统的标准隔

离防护理论培训#利比里亚护理人员在自觉执行标

准隔离防护时#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虽然行为

能够自觉遵守
WQA

或中国
HN:

的标准个人防护

流程#但究其内在原因仍不甚清楚&此外#由于经济

水平所限#利比里亚政府不能提供充足的隔离防护

用品#利比里亚护理人员在疫情暴发之初#由于低水

平的个人防护导致大量护士感染
H>@

而死亡&因

此#系统的理论培训和政府对卫生保健的支持#均影

响着护理人员对标准隔离防护的态度#也势必影响

国际援助撤离后利比里亚护理人员标准隔离防护的

行为水平&为了降低
H>@

在内的传染病发病率#国

际社会需要帮助利比里亚政府重视标准隔离防护的

教育与资源投入#提高教育课程和防护用品在医院

护理人员中的可及性#才可从长远角度确保护理人

员标准隔离防护的行为水准处于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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