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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干部保健医务人员的培训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方法　采取随机抽样法对北京某综合
医院１２３名医疗保健从业人员进行问卷调查，运用描述性分析、秩和检验等方法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调查对
象培训参加率为９５．１％，对培训次数满意度和内容满意度分别为７３．１％和７８．１％。结论　调查对象参与培训
次数偏少，不同岗位、轮转与否的培训满意度有明显差异，需要依据需求进一步调整培训内容以提升保健医疗

从业人员的专业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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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源是保健工作的核心资源之一，直接影
响保健对象获得医疗保健服务的质量与安全［１］。

要选择工作责任心强、服务态度好、业务水平高的医

务人员从事干部医疗保健［２］。

随着新时期保健工作的不断深入，针对保健从

业人员的培训与能力开发，成为各医院保健医疗部

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３］。本文通过对北京市

某三级甲等医院保健医疗部工作人员的培训现状和

培训效果的认知进行分析，探讨存在的问题，提出改

进建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以北京市某三级甲等医院保健从
业人员为调查对象，随机抽取参加保健医疗部工作

的１２３例医务人员，作为分析样本，其中涉及医生、
护士、行政、医技等岗位。

１．２　研究方法　通过查阅国内有关在职培训研究
的相关文献，确定描述培训现况的相关因素，完成问

卷的修订。进行预调查对问卷的信效度进行考查，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良好。采取随机抽样法进行问卷

调查，针对培训内容、参与培训频率、培训满意度等

方面进行调查。

１．３　统计学处理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ｅ３．０软件对调查数
据进行录入，并进行逻辑纠错，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对资
料进行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样本的人力资源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１２３例
中，男性３１例，占２５．２％，女性９２例，占７４．８％；医
生４２例，占３４．１％，护理４７例，占３８．２％，医技１３
例，占１０．５％，管理２１例，占１７．１％；正高级职称占
４．９％，副高级职称占１７．９％，中级职称占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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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职称占３５．７％；长期固定岗位人员占５９．３５％，
轮转人员（由临床科室选派到保健医疗部承担医疗

工作的医务人员）占４０．６５％。
２．２　培训现况
２．２．１　培训次数构成　见表１。

表１　轮转与固定人员接受培训次数构成［例（％）］

次数 例数 长期岗位 轮转岗位

０ ５ ３（４．１） ２（４．０）
１～２ ６３ ２４（３２．９） ３９（７８．０）
３～５ ２８ ２１（２８．８） ７（１４．０）
６～１０ ２７ ２５（３４．２） ２（４．０）
合计 １２３ ７３（１００．０） ５０（１００．０）

２．２．２　培训次数满意度　对于培训次数满意度，
２９．３％的人表示非常满意，４３．９％表示比较满意，
２２．８％表示一般，３．３％表示不满意，０．８％表示很不
满意。见表２。

表２　轮转与固定人员接受培训满意度［例（％）］

满意度 例数 长期岗位 轮转岗位

非常满意 ３６ ２６（３５．６） １０（２０．０）
满意 ４４ ３５（４７．９） １９（３８．０）
一般 ２８ １１（１５．１） １７（３４．０）
不满意 ４ １（１．４） ３（６．０）
很不满意 １ ０（０．０） １（２．０）
合计 １２３ ７３（１００．０） ５０（１００．０）

２．２．３　培训内容满意度　调查结果显示培训内容
满意度相对较高，非常满意的有２７．６％，表示满意
的有５０．４％，表示一般的有１９．５％，表示不太满意
的有２．４％，无很不满意者。见表３。

表３　不同工作类别的培训满意度［例（％）］

满意度 例数 医生 护理 医技 管理

非常满意 ３４ ８（１９．０） ２２（４６．８） ２（１５．４） ２（９．５）
满意 ６２ ２４（５７．１） ２０（４２．６） ６（４６．２） １２（５７．１）
一般 ２４ ８（１９．０） ５（１０．６） ５（３８．５） ６（２８．６）
不满意 ３ ２（４．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４．８）
合计 １２３ ４２（１００．０） ４７（１００．０） １３（１００．０） ２１（１００．０）

２．３　对培训内容的期望　保健从业人员对于培训
内容的期望，主要集中在专业实践能力为５２．０％，其
次为专业理论知识为１６．３％，外语为１３．０％，保健
纪律占６．５％，职业道德、信息系统操作、规章制度
等共占１２．２％。

３　讨论
３．１　设置有效机制，提高培训次数　在职培训是人
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也是保健从业人员能力提

升的有效途径［４］。美国的医学界十分重视医务人

员的继续医学教育，认为医务人员是医疗服务质量

的保证。继续教育可跨医务人员整个职业生涯，最

大的作用是改变知识、行为、思考，以及促使全体医

生终身学习［５］。研究发现保健医疗部工作人员参

加培训的次数较少，这可能与医务人员工作繁忙、缺

乏约束与引导、内容缺乏吸引力等因素相关。由于

保健对象具有年龄大、基础病多的特点，且身份具有

特殊性，沟通较普通患者工作量大，保健工作又具有

极强服务性的特点，导致保健工作较普通临床工作

更加复杂。研究结果显示，轮转人员与非轮转人员

接受培训次数的构成差别有统计学意义，轮转人员

的培训次数较固定人员少。轮转人员多是来自临床

科室的医务人员，与临床科室相比，保健医疗部对医

务人员的科研工作和新技术开展要求较少也较谨

慎，所以科室对医务人员培训的要求也较临床科室

少。保健医疗的水平提高离不开新技术的开展与知

识理念的更新，将参与培训的结果与考评、绩效、奖

评等挂钩，设定以鼓励为主的激励机制，有效地引导

医务人员积极参与培训。参与培训的人数增多可以

进一步促进培训内容和形式的改进，从而实现医务

人员知识与技能的有效提高，为保健对象提供更加

优质的保健服务。

３．２　提供多元化的培训内容，提高培训的满意度　
干部保健从业人员对培训次数和培训内容的满意度

较高，但群体间存在差异。针对培训次数的满意度，

长期岗位较轮转岗位高，不同岗位对培训内容的满

意度存在统计学差异。为兼顾医疗安全、保密性、保

健工作特殊性等因素，保健医疗部开展新技术安全

性要求高，临床实验严谨。所以科研性、探索性的内

容培训和交流，较临床科室少，从而造成了由临床科

室轮转来的医务人员对培训次数的满意度存在差

异。不同工作岗位的保健从业人员对培训的内容的

满意度也存在差异，其中护理人员满意度最高，医技

类人员满意度较低。这可能是因为护理人员在保健

基地中较为固定，护理工作的培训内容具有更强的

针对性［６］。而临床人员、医技人员中包含大量轮转

人员，由于轮转人员来自不同科室，培训内容的针对

性则较低。因此，培训的组织过程中应做到培训内

容的多元化，来应对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由于保

健对象平均年龄大，基础病多的特点，可以针对性地

开展老年医学、健康管理相关的主题培训［７８］，促进

保健从业人员理念向预防为主转化，提高保健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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