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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东北地区与重庆主城区社区卫生人力资源现况调查与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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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军医大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教研室!重庆
-&&&%1

$

!!

摘
!

要"目的
!

通过调查!了解渝东北地区和重庆主城区社区卫生人力配置的现状与差异!提出优化配置渝东北地区社区卫

生人力资源的建议%方法
!

以整群抽样的方式抽取两地
%>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所有卫生技术人员进行问卷调查!主要调查

社区卫技人员的数量&性别&年龄&学历&职称&专业&岗位等内容%结果
!

渝东北地区与重庆主城区平均每中心拥有卫技人员数分

别为
%>.>0

人和
0-.?,

人&临床"助理$医师数分别为
+1.&-

人和
%,.,/

人&公卫"助理$医师数分别为
+.01

人和
,.-,

人&护士数分

别为
?./,

人和
+1./1

人!医护比分别为
,.&>h+.&&

和
+.1>h+.&&

%结论
!

两地社区卫生人力的性别构成相似!在年龄&学历和

职称构成方面的地区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地社区卫生人力总量均不足!卫生人员业务素质有待提高#渝东北地区在卫生人力

总量&人员结构和业务素质等方面不及重庆主城区!应加强渝东北社区人才队伍建设!促进社区卫生服务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社区卫生服务#卫生人力#现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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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人力资源是社区卫生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加

强社区卫生服务的建设#必须优先进行人才队伍的建设)

+

*

'为

了解渝东北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人力资源的现状#揭示渝东北地

区与重庆主城区社区人力资源方面存在的差距#推进重庆社区

卫生服务的发展#作者于
,&++

年
+&

$

+,

月对两地社区卫生服

务人力资源现状进行了调查'

C

!

对象与方法

C.C

!

调查对象
!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从渝东北地区抽取
,/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重庆主城区抽取
+,

个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纳入对应的中心&#对抽中的中心所有在

岗卫生技术人员进行问卷调查'

C.D

!

调查方法
!

自行设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人力资源现状

调查表,#对
%>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现场调查'发放问卷

+1+0

份#回收问卷
+>/?

份#

%0

份为数据填写不全的无效问

卷#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11X

'调查内容包括在岗卫生技术

人员的数量(性别(年龄(学历(职称(专业(岗位等情况'

C.E

!

统计学处理
!

利用
8

Q

FB9K9%.+

建立数据库#使用

<C<<+%.&

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8ONJT,&&%

绘制统计表格'

D

!

结
!!

果

D.C

!

社区卫生人力总体情况
!

渝东北地区
,/

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服务社区常住人口
+-%.+>

万#重庆主城区
+,

个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服务社区常住人口
>+.%-

万'渝东北地区与重庆

主城区的医护比分别为
,.&>h+.&&

和
+.1>h+.&&

'社区卫

生人力资源总体情况见表
+

'

D.D

!

社区卫生人力构成情况

D.D.C

!

性别构成
!

渝东北地区与重庆主城区的社区卫生技术

人员均以女性为主#分别占总数的
/?.>/X

和
/1.,1X

'经
'

,

检验#地区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

&#见

表
,

'

D.D.D

!

年龄构成
!

渝东北地区!

%?

岁以下占
0-.+?X

%重庆主

城区!各年龄段比较均衡#

-&

$

-?

岁略为较高$

,>.10X

&'经

'

, 检验#地区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

$

&.&+

&#见

表
%

'

D.D.E

!

学历构成
!

渝东北地区!学历以中专为主$

-,.0?X

&%

重庆主城区!学历以大专为主$

-0.1/X

&'经
'

, 检验#地区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

&#见表
-

'

+1,,

重庆医学
,&+,

年
1

月第
-+

卷第
,,

期



表
+

!!

重庆主城区与渝东北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人力资源总体情况比较#

#

$

指标
渝东北地区

,/

个中心 平均每中心

重庆主城区

+,

个中心 平均每中心

卫生技术人员总数
?-- %>.>0 >>? 0-.?,

临床$助理&医师数
-/+ +1.&- %1> %,.,/

公卫$助理&医师数
-, +.01 ,? ,.-,

护士数
,%1 ?./, ,,% +1./1

社区居民人口数$万人&

+-%.+> /.>% >+.%- /.?/

每万居民临床医师数
%.+/ %.+/ /.-, /.-,

每万居民公卫医师数
&.,? &.,? &.-+ &.-+

每万居民护士数
+.00 +.00 %.+% %.+%

表
,

!!

两地社区卫生人力性别构成情况(

#

#

X

$)

性别
渝东北地区

,/

个中心 平均每中心

重庆主城区

+,

个中心 平均每中心

男
%1& +/.,&

$

-&.,/

&

%,/ ,>.&1

$

-+.>,

&

女
/0- ,,./0

$

/?.>/

&

-/- %>.1%

$

/1.,1

&

合计
?-- %>.>0

$

+&&.&&

&

>>? 0-.?,

$

+&&.&&

&

表
%

!!

两地社区卫生人力年龄构成情况(

#

#

X

$)

年龄$岁&

渝东北地区

,/

个中心 平均每中心

重庆主城区

+,

个中心 平均每中心

$

%& %%/ +%.-&

$

%/.-?

&

+?- +0.+>

$

,-.?&

&

%&

$

%? ,>+ +&.1-

$

,1.>+

&

+1> +/./1

$

,-.&+

&

-&

$

-? ,&/ 1.,&

$

,+.>,

&

,+> +1.&1

$

,>.10

&

)

/& +%% /.%,

$

+-.&?

&

+1+ +/.&1

$

,%.,%

&

合计
?-- %>.>0

$

+&&.&&

&

>>? 0-.?,

$

+&&.&&

&

表
-

!!

两地社区卫生人力学历构成情况(

#

#

X

$)

学历
渝东北地区

,/

个中心 平均每中心

重庆主城区

+,

个中心 平均每中心

初中及以下
// ,.,&

$

/.1%

&

-, %./&

$

/.%?

&

高中$中专&

-&% +0.+,

$

-,.0?

&

,&1 +>.%%

$

,0.>&

&

大专
%-/ +%.1&

$

%0.//

&

%0/ %&.-,

$

-0.1/

&

本科及以上
+-+ /.0-

$

+-.?-

&

+0- +%.0>

$

,+.&/

&

合计
?-- %>.>0

$

+&&.&&

&

>>? 0-.?,

$

+&&.&&

&

表
/

!!

两地社区卫生人力职称构成比较(

#

#

X

$)

学历
渝东北地区

,/

个中心 平均每中心

重庆主城区

+,

个中心 平均每中心

无职称
+>0 >.&-

$

+1.0-

&

1& 0.0>

$

+&.,>

&

初级
/>? ,%.+0

$

0+.%%

&

-/> %1.&1

$

/1.00

&

中级
+0, 0.-1

$

+>.+0

&

,&/ +>.&1

$

,0.%,

&

高级
,> +.&1

$

,.10

&

%> %.&1

$

-.>/

&

合计
?-- %>.>0

$

+&&.&&

&

>>? 0-.?,

$

+&&.&&

&

D.D.F

!

职称构成
!

渝东北地区!职称以初级职称及以下为主#

占人员总数的
>?.?1X

%重庆主城区!职称以初级和中级为主#

占人员总数的
1-.?1X

'经
'

, 检验#地区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1

#

!

$

&.&+

&#见表
/

'

E

!

讨
!!

论

E.C

!

两地社区卫生人力配备总量不足#渝东北地区缺乏更严

重
!

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意

见.的要求!每万常住社区居民配备
,

$

%

名全科医师(

+

名公

共卫生医师#社区护士以全科医师的
+./

倍配置)

,

*

'按照此标

准#两地仅临床医师数达到标准$严格意义上#社区临床医生与

全科医生是有差别的&#公卫医师和护士均与标准存在较大差

距'两地之间比较发现#渝东北地区在社区卫技人员总数(临

床医师数(公卫医师数(护士数(每万居民临床医师数(每万居

民公卫医师数(每万居民护士数等指标均落后于重庆主城区'

这可能与渝东北地区社区卫生服务发展起步比较晚#以及受当

地社会经济(地域(历史等多种原因的影响有关'建议渝东北

地区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应重视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积

极完善和落实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配套政策措施#尤其是加大

政府财政投入力度#抓紧制定社区卫生人力资源的发展规划#

重新核算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编制数量)

%

*

#多途径吸纳卫生人才

从事社区卫生工作#重点引进公共卫生(社区护理和全科医学

人才'

E.D

!

两地社区卫生人力的性别构成相似#重庆主城区的年龄

构成更合理
!

调查显示#两地社区卫生人力性别构成的地区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和全国多数地区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

两地社区卫生人力年龄构成的地区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渝

东北地区的年龄结构比较年轻#呈+金字塔,样分布%重庆主城

区的年龄结构比较合理#

-&

$

-?

岁的人员比例最大#新老交替

良好'刘云霞等)

-

*认为#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以
-&

$

-?

岁为中

心向两边逐渐减少#形成+橄榄型,年龄结构比较合理'建议渝

东北地区积极返聘有经验的离退休卫技人员回社区工作)

/

*

#鼓

励大(中型医疗机构的资深卫生技术人员利用业余时间或调派

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服务)

0

*

#在引进卫生技术人员时适当增加

男性的比例'

E.E

!

两地社区卫生人力的学历(职称均不高#渝东北社区卫生

人员业务素质低于重庆主城区
!

专业学历水平代表了人员的

业务素质#专业职称层次基本反映了人员的业务水平'社区卫

生人力的业务素质与水平直接影响服务的质量和居民对服务

的满意度)

>

*

'建议渝东北地区引进人员时严把学历入口关)

1

*

#

积极面向社会公开招收一批有执业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到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服务)

?

*

#鼓励医学院校双师型教师灵活安排时

间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兼职#建立上级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与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之间的长效对口双向交流机制)

+&

*

#广泛开展

学历教育提升教育#加大社区医护人员培训力度#加强医学高

校对社区卫生人才培养机制的研究并立足现状加大社区卫生

人才培养等多方面措施提高社区卫生人员的业务素质与水平#

促进社区卫生服务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

* 刘惠云#黄桂佑#黄碧华
.

广州市越秀区社区卫生服务人

力资源的调查分析)

Z

*

.

中国全科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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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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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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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

主要危险因素的多因素
DE

L

F:KFN

回归分析
!

以两周是否

患病为应变量#将影响居民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进一步用逐步

DE

L

F:KFN

回归方法进行筛选'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吸烟及未参加体育锻炼与两周患病率相关#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

$

&.&/

&'

E

!

讨
!!

论

重庆市直辖以来#经济和城镇化率飞速发展#大量的农村

人口转为城市人口#使得疾病谱发生变化)

-

*

'本研究组在重庆

市
0

个区县进行了调查研究工作#首次探讨了目前本市呼吸疾

病的现状#为政府科学制定决策提供依据'

本调查显示#重庆市城镇地区居民呼吸系统疾病两周患病

率为
++-.&+p

#显著高于
,&&1

年第
-

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

结果)

,

*

#也高于湖北地区(银川地区调查结果)

/'0

*

#这可能与本

次调查时间在冬春季#是呼吸系统疾病高发的季节因素有关'

其次#本次调查采用的是居民自报患病率#没有进行客观的诊

断#被调查者对自己患病情况的陈述未必与实际患病情况完全

一致#这可能是引起患病率较高的一个原因'另外#自报也易

受到居民文化水平(生产生活环境及心理因素影响#结果可能

会存在一定的偏倚'

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的
DE

L

F:KFN

回归分析#性别(年龄(慢

性病(吸烟(喝酒和体育锻炼与呼吸系统两周患病率有关'女

性的患病率高于男性#是男性的
+.0%

倍#与
,&&1

全国居民卫

生服务调查结果相符合#这可能与女性较男性更重视自己的健

康状况#除参加工作劳动之外#女性还承担繁重的家务有关#因

此#更应注意妇女的健康保健)

>

*

'不同年龄组两周患病率呈

+两边高#中间低,的分布#

0/

岁及以上老年组患病率最高#

&

$

-

岁组婴幼儿组次之#从
+/

岁组开始随着年龄的增加两周患

病率持续上升#说明在制定卫生政策和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时应

加强对老年和婴幼儿的医疗服务需要量'吸烟(饮酒和不参加

体育锻炼是两周患病的危险因素#其
TH

值分别为
+.,+

(

+.%/

及
+.,,

#与相关报道一致)

1'?

*

#提示可通过健康干预(倡导健康

的生活方式控制整个人群的危险因素水平#这是降低呼吸道疾

病发病率的有效途径'慢性病是反映居民本身的健康状况(疾

病负担和卫生服务需要量的重要指标#对两周患病有重要影

响)

+&

*

'本研究显示#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两周患病率是

非慢性病患者的
%.?&

倍'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健康状况较

差#增大了患病机会#成为影响两周患病率的主要因素'对于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应开展防治教育#指导人们进行自我

保健%同时进一步完善社区卫生服务政策#加快发展社区卫生

服务'

综上所述#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卫生服务#注重老年人(

妇女和儿童等特殊人群的保健工作%对社区
0/

岁以上老人和

慢性病患者实行干预措施#定期做好慢性病监测和规范化管理

工作%倡导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戒除烟酒等不良嗜好(积极参

加体育锻炼以改善居民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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