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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以认知理论为依据构建陕西省部分地区医务工作者对免费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双指标法筛查技术

的认知框架，从自我认知层面把握对该技术的认知情况，进而结合本省自身特点探究并改进实施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为实施有针对性的技术培训和健康教育科普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定性和定量研究相

结合的方法，分层随机抽取陕西省不同层次医疗机构从事妇幼工作的医务人员540名作为研究对象，分析

医务人员对免费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双指标法筛查的认知情况。结果：医务人员对免费新生儿先天性心脏

病双指标法筛查相关规范了解程度的中位数为39.07% (33.89%~45.55%)；筛查关键技术掌握程度的中

位数为60.19% (54.44%~66.48%)，其中关于筛查开始时间的正确选择占比53.52%，不同专业技术人员

对免费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双指标法筛查认知情况的认知相差较大，组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 < 0.05)。
结论：现阶段，陕西省部分地区医务工作者对免费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双指标法筛查的技术掌握程度、新

生儿先心病基本专业知识的了解程度较低，应加强各级医疗机构对该技术的反复强化培训和推广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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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struct a cognitive framework for the free neonatal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dual-
indicator method of screening for medical workers in some areas of Shaanxi Province based on 
cognitive theory, grasp the cognitive status of the technology from the level of self-perception, and then 
explore and improve the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n the ligh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vince, so a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rgeted technical training 
and health edu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measures. Methods: Using a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 stratified random sample of 540 medical staff working with mothers 
and childre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Shaanxi Province was selected to analyze the 
medical staff’s knowledge of the free neonatal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dual-indicator method of 
screening. Results: The median level of knowledge of medical staff about the norms related to free 
neonatal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dual-indicator method of screening was 39.07% (33.89%~45.55%); 
the median level of mastery of key screening techniques was 60.19% (54.44%~66.48%), with 53.52% 
correct choices regarding the timing of screening,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etween-group comparisons of knowledge of the free neonatal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dual-indicator 
method of screening among different professionals and technicians (P < 0.05). Conclus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degree of technical mastery of the free neonatal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dual-
indicator method of screening and the degree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specialized knowledge of 
neonatal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for medical workers in some areas of Shaanxi Province are relatively 
low, and repeated and intensive training and publicity of the free neonatal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dual-indicator method of screening for medical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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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病，CHD)是胎儿时期心脏及血管发育异常所导致的先天性畸形，占所有活产

新生儿的 8.98‰ [1]，其中危重症先心病占 2‰~3‰ [2]。近年来，受社会环境影响，我国 CHD 发生率有

上升趋势。在婴儿期，约 20%~30%的 CHD 患儿在出生一年内因病情严重或复杂畸形而夭折[3]。CHD 已

成为影响我国围生儿出生健康的首要疾病，也是我国城市 0~5 岁婴幼儿死亡的首要原因[4]。新生儿先天

性心脏病筛查是对出生后 6~72 h 内的新生儿通过心脏听诊和经皮脉搏血氧饱和度测定的方式(双指标法

筛查)进行先天性心脏病筛查，提高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检出率、减少漏诊，对及时诊治先心病患儿、降

低新生儿死亡率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已在 2018 年 9 月将该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并对所有

患儿免费[5]。认知理论认为，人对事物的认知会影响人的行为，认知与行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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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双指标法筛查技术在全国大部分省市已开展近 6 年，各省市由于经济和医疗条件不同，该技术的推

广和执行程度也不同，陕西省作为我国西北部省份经济和医疗水平发展相对不均衡，了解该地区从事筛

查工作的医务人员对此操作技术的掌握程度以及认知情况对该项工作的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具有重要意

义。因此，本研究基于认知理论分析陕西省部分地区从事妇幼工作的医务人员对免费新生儿先天性心脏

病双指标法筛查技术的认知情况，进而结合本省自身特点探究并改进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高效实

施相关技术培训和科普宣教提供科学依据。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陕西省南部地区、陕西省北部地区以及陕西省中部地区不同级别(包含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和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站))的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从事先心双指标法的新生儿科、儿科、儿保科或

妇产科的医务人员作为研究对象。该研究已通过陕西省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等数据库以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陕西省卫生健康委

官方网站，以“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双指标法筛查”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反复研究分析相关政策

和文献，设计调查问卷初稿，分别涉及：1) 调查人员一般情况，2) 调查人员对自身医疗机构免费新生儿

先天性心脏病双指标法筛查技术知晓情况，3) 调查人员对免费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双指标法筛查技术相

关规范了解情况，4) “双指标法筛查”认知情况，5) 先天性心脏病相关培训需求情况，6) 免费新生儿

先天性心脏病双指标法筛查技术开展过程中的不足之处等 6 大类，18 个问题进行预调查，根据预调查中

可能产生的歧义问题进行反复修改，并征求相关领域专家意见后，修订成最终问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

方法，按照医院等级、医院类型将拟调查医疗机构分层，由项目组负责人统一推送问卷星问卷。每个调

查对象独立填写调查问卷。调查过程不作任何暗示性指导，不允许查看任何资料。 

2.3. 统计学方法 

将回收的有效调查问卷导入 Excel 表建立数据库，采用 SPSS 25.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研究。计量资料

采用中位数(四分位间距)表示，计数资料以例或构成比[n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P < 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540 份。其中，男性 70 人(12.96%)，女性 470 人(87.04)；从事“双指标法

筛查”的一线医务工作者中三级医院 267 人(49.45%)，二级医院 273 人(50.55%)。96.85%的医务人员来自

综合医院或者妇幼保健院，从事产儿科专业共 487 人(90.19%)。该筛查工作大部分由初级(32.96%)及中级

(41.48%)职称的医生(63.33%)完成。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分布详见表 1。 

3.2. 调查对象对自身所在医疗机构“双指标法筛查”开展知晓情况 

为加强免费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项目的管理，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承担筛查的医疗机构分为诊断

和/或治疗机构。本次问卷中，93.51% (505/540)的医务人员确切清楚自身所在机构是诊断机构、治疗机构

或诊断和治疗机构；34.81% (188/540)的医务人员对自身所在机构是否为诊断机构或治疗机构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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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General distribution of survey respondents 
表 1. 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分布 

分布特征 类别 人数(n) 构成比(%) 

性别 
男 70 12.96 

女 470 87.04 

医院类别 

综合医院 359 66.48 

妇幼保健院 164 30.37 

其他 17 3.15 

医院等级 
三级 267 49.45 

二级 273 50.55 

从事专业 

新生儿科 215 39.81 

产科 116 21.48 

儿科/儿保科 156 28.89 

全科及其他 53 9.81 

职业 
医生 342 63.33 

护士 189 35.00 

职称 
初级、中级 402 74.44 

高级 138 25.56 

3.3. 调查对象对“双指标法筛查”相关规范了解情况 

作为产儿科从事“双指标法筛查”的一线医务工作者应熟练掌握筛查相关规范和基本问题：如人工

听诊识别心脏杂音强度、脉搏氧饱和度仪的使用方法以及先天性心脏病的基本分型等。针对上述问题调

查发现，医务人员对“双指标法筛查”相关规范了解程度较低，中位数为 39.07% (33.89%~45.55%)。47.78%
的被调查者对先心病的早期筛查了解程度很熟悉(258/540)；43.33% (234/540)的医务人员可熟练掌握双指

标筛查法；对于已经确诊的先心患儿，39.07% (211/540)的医务人员表示熟悉如何转诊以及转诊途径，

60.93% (329/540)表示不知该如何转诊。见表 2。 
 
Table 2. Respondents’ knowledge of the norms related to the “dual-indicator method of screening” [n (%)] 
表 2. 调查对象对“双指标法筛查”相关规范了解情况[n (%)] 

 不了解 部分了解 了解 

开始筛查的时间 47 (8.7%) 235 (43.52%) 258 (47.78%) 

可识别心脏杂音强度 117 (21.67%) 261 (48.33%) 162 (30.00%) 

掌握筛查法 117 (21.67%) 189 (35.00%) 234 (43.33%) 

CHD 分型的了解 73 (13.52%) 263 (48.7%) 204 (37.78%) 

确诊 CHD 后转诊途径 99 (18.33%) 230 (42.59%) 211 (39.07%) 

3.4. 调查对象关于“双指标法筛查”认知情况 

按照我国“先心筛查项目技术规范”要求：“对出生后 6~72 小时的新生儿进行心脏杂音听诊和经皮

脉搏血氧饱和度测定，氧饱和度测定时间不少于 2 分钟”。如下为筛查阳性：1) 心脏杂音Ⅱ/Ⅵ级及以上

[6]-[8]；2) 氧饱和度测定：① 右手和任一足低于 90%，② 右手或一足 90%~94%，或右手与任一足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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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h 复测无变化[9]-[11]。调查发现，53.52%的医务人员熟知在新生儿出生 6~72 小时进行筛查；

60.19%的医务人员可识别Ⅱ/Ⅵ级及以上的心脏杂音；70.19%的医务人员可判别筛查阳性结果。 

3.5. 调查对象专业与“双指标法筛查”总体认知情况的相关性分析 

调查发现，医务工作者对筛查关键技术掌握程度的中位数为 60.19% (54.44%~66.48%)。通过对调查

对象专业与“双指标法筛查”总体认知情况进行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专业医务人员对“双指标法筛查”

认知情况具有差异。产科和新生儿科医师对“双指标法筛查”认知和掌握总体程度要高于其他专科医生，

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P < 0.001)。见表 3。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espondents’ specialization and the general awareness of the “dual-indicator 
method of screening” [n (%)] 
表 3. 调查对象专业与“双指标法筛查”总体认知情况的相关性分析[n (%)] 

 产科 新生儿科 儿科 其他 χ2 P 

机构开展情况 97 (83.62) 205 (95.35) 118 (83.10) 32 (47.76) 103.104 <0.001 

技术相关规范 38 (32.76) 156 (72.56) 80 (56.34) 15 (22.39) 89.071 <0.001 

疾病基础知识 65 (56.03) 140 (65.12) 86 (60.56) 34 (50.75) 14.781 0.022 

4. 讨论 

先天性心脏病是我国最常见的出生缺陷，每年新增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超过 13 万例，先心病也是我

国 5 岁以下儿童发育异常死因的主要疾病之一[12]。先天性心脏病的识别需要医务人员熟练掌握其症状

和体征，单靠新生儿体格检查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检出率只有 52%~87%，故其发病率与医务人员对先天

性心脏病的认知水平有关[6]。由于在先心病患儿中有相当一部分不会在早期表现出明显的临床症状[13]，
这使得早期发现及干预尤为重要[14]。因此，我国于 2018 年在全国推广并应用心脏杂音听诊结合经皮氧

饱和度两项指标(“双指标法筛查”)作为新生儿生后先心病的初筛指标且完全免费[15]，截止目前该项目

已实施 6 年，医务人员特别是从事该项目筛查的一线医务人员对本项目的认知水平及掌握程度对我国先

心病筛查的进一步实施和完善起到关键作用，也对我省未来先心病的基层首诊和分级诊疗格局的形成有

重大指导意义。但目前探讨医务人员对于“双指标法筛查”的掌握程度以及认知状况的研究甚少，且缺

乏理论基础。为了把这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且切实减轻社会和家庭负担，有必要以认知理论为依据构建

医务工作者对该项目的认知框架，从自我认知层面把握对“双指标法筛查”的认知情况。 
本调查研究涉及陕西省南部地区、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不同级别(包含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和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站))的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和儿童医院从事“双指标法筛查”的新生儿科、儿科、儿保

科或妇产科的医务人员共 540 人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本调查具有较好的代表性。马晓静等[16]的研究证

实，在中国社区/乡镇医院建立先心病筛查–诊断–评估体系可以实现先心病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并

可及时进行干预。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已有 28 个省级行政区域参与了该筛查项目并设立了省级管理办

公室并召开了省级启动和培训会议。但通过本次调查研究结果显示，陕西省部分地区仍有少部分(6.48%)
的医务人员对自身所在机构是否为诊断机构或治疗机构尚不清楚。可能与个别医务人员自身未引起重视

有关，与此同时，需要进一步加强该项目的宣传和推广。 
针对“双指标法筛查”相关规范的五个问题的调查结果分析发现，医务人员对“双指标法筛查”相

关规范了解程度较低，筛查关键技术掌握程度约为 2/3，关于筛查时间的了解度不到一半人数，均较预期

值偏低。提示现阶段对于医务工作者“双指标法筛查”技术的掌握程度、新生儿先心病基本专业知识的

了解程度需加强培训和提升；这也提示卫生健康行政管理机构及承担筛查工作的医疗机构应加大对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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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的培训力度，并进行定期培训。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1 年印发的《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2021~2025
年)》中指出，要针对先天性心脏病等重点出生缺陷疾病，建立健全的“县级能筛查、地市能诊断、省级

能指导、区域能辐射的出生缺陷防治网络”，并明确提出“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覆盖所有区县，筛

查率达到 60%以上”的工作要求[17] [18]。按照要求，我省目前筛查率已达标，但医务人员筛查技术的成

熟掌握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本研究表明，医务人员的专业方向是影响先心病“双指标法筛查”认知现状的独立影响因素，从事

新生儿科、儿科专业的医务工作者对“双指标法筛查”技术的掌握程度最高，其他专业相对较差。因此，

为进一步提升“双指标法筛查”认知现状，各相关专业医务人员应不定期进行先心病基础知识学习以及

“双指标法筛查”技术系统性规范操作，以全面提升对先心病筛查技术的应用能力，发挥专业主导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现阶段对于“双指标法筛查”亟需注重医务人员的内涵建设，如加快各级医

疗机构对该技术的强化培训，以提高先心病基本知识的掌握，优化筛查技术服务质量，以赢得患者信赖，

提高家属对“双指标法筛查”的认可度，逐渐形成合理有序的诊断、治疗、转诊理念。本调查研究的局限

性：样本量相对较少，且在专业分类以及医院选择上可能有所偏差，导致数据部分偏倚。在今后的研究

中，可加大样本量，增加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调查，精准且有针对性地对陕西地区从事“双指

标法筛查”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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