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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血清学产前筛查从业人员相关知识知晓率

问卷调查

段红蕾　李洁　薛原　袁菁　茹彤　胡娅莉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８）

【摘要】　目的　了解江苏省母血清学产前筛查从业人员相关知识知晓率，为提升本省产前筛查工作质

量、加强从业人员培训提供针对性依据。方法　按相关技术标准设计问卷，对来自江苏省１３个省辖市

的３２家不同等级医疗单位的相关从业人员进行现场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信息、基本理论知

识、临床操作实践、质量控制管理、对目前产前筛查工作的评价及建议等。利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数

据统计分析。结果　发放问卷１６７份，回收有效问卷１６２份。实验室人员及产前咨询医生总体知晓率

分别为６８．８％和６４．９％，其中操作实践部分的知晓率好于基础理论知识及质量控制管理。从业人员的

知晓率与医院等级、职称无明显关系；产前诊断单位的知晓率好于产前筛查单位及采血点；隶属于临床

科室人员的知晓率好于检验科室。１２８份问卷对目前的工作现状做出了评价，其中仅３．９％表示满意，

９６．１％不满意并建议加强规范化管理、人员培训、宣教、随访等。结论　本省产前筛查从业人员对操作

实践知晓率相对较好，但对产前筛查基础理论、质量控制管理的知晓率有限，需加强规范管理及人员培

训，培训对象应包括各个等级医院的所有相关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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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ｒａｔｅ

　　通过产前筛查及诊断识别胎儿严重先天缺陷并

进行早期干预，是提高出生人口健康素质的重要抓

手。母血清产前筛查是临床上广泛应用的产前检测

技术，涉及超声检查确定孕龄、孕妇信息及血样采

集、实验室检测与分析、临床咨询等多个环节，需要

多种专业人员的密切配合［１５］。目前江苏省内可开

展母血清产前筛查的医疗单位很多，但筛查工作质

量参差不齐。为进一步提高产前筛查工作质量及社

会效益，江苏省产前诊断中心受江苏省卫生厅社妇

处委托，组织省内相关专家对本省产前筛查工作现

状展开调查，了解从业人员相关知识知晓率，为提升

本省产前筛查工作质量、加强从业人员培训提供针

对性依据。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的选取充分考虑到地区

差异、医疗单位等级差异、职称差异、工作岗位差异

等。共抽取省内３２家医疗单位，每个省辖市至少

１家，调查对象包括产前咨询医生、筛查实验室人员。

１６２份有效问卷中，１００份（６１．７％）为从事前筛查实

验室工作人员填写，６２份（３８．３％）为从事产前咨询的

临床医生填写。从业人员的不同特征构成，见表１。

表１　相关从业人员的不同特征构成

单位等级 人员 人数（％）
单位可

开展项目
人员 人数（％） 人员职称 人员 人数（％）

实验室

隶属科室
人员 人数（％）

三级甲等
实验人员

咨询医生

６７（４１．４）

３１（１９．２）
产前诊断

实验人员

咨询医生

６４（３９．５）

３５（２１．６）
初级

实验人员

咨询医生

３２（１９．８）

１１（６．８）
检验科室

实验人员 ４０（２４．７）

咨询医生 ３４（２１）

三级乙等
实验人员

咨询医生

１３（８．１）

８（４．９）
产前筛查

实验人员

咨询医生

３３（２０．４）

１８（１１．１）
中级

实验人员

咨询医生

４６（２８．４）

２２（１３．６）
临床科室

实验人员 ６０（３７）

咨询医生 ２８（１７．３）

二级甲等
实验人员

咨询医生

７（４．３）

１０（６．２）
采血点

实验人员

咨询医生

３（１．９）

９（５．６）
高级

实验人员 ２２（１３．６）

咨询医生 ２９（１７．９）

二级乙等
实验人员 ６（３．７）

咨询医生 ７（４．３）

妇保所
实验人员 ７（４．３）

咨询医生 ６（３．７）

合计 １６２ １６２ １６２ １６２

１．２　调查内容　参考相关技术标准设计调查问

卷［６８］，内容包括一般情况、３０道客观选择题及１道

主观问答题。一般情况涉及调查对象所在单位、职

称、工作岗位等。３０道选择题分为３个部分，第一

部分（１～１０题）为产前筛查的基本理论知识；第二

部分（１１～２２题）为产前筛查的临床操作实践；第三

部分（２３～３０题）为产前筛查工作的质量控制管理。

问答题为调查对象对目前产前筛查工作开展情况的

评价及建议。

１．３　调查方式　省内２４名产前诊断专家分成６个

调查小组赴实地调查。现场分发问卷，告知本调查

结果与调查对象及其单位利益无关，要求调查对象

独立如实填写。调查结束后由专家组现场装订成

册，统一提交至省产前诊断中心。

１．４　数据处理　对问卷填写情况进行检查，剔除一

般情况及客观选择题填写不完整的问卷，结果录入

计算机。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处理，对

相关统计指标进行χ
２ 检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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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　果

本调查共发放问卷１６７份，回收问卷１６７份，其

中１６２份填写完整有效，５份问卷因一般信息填写

不完整被剔除，有效问卷回收率９７％。

２．１　客观选择题总体调查情况　实验室人员对３０

道选择题的总体知晓率为６８．８％，其中基础知识部分

知晓率为５４．９％，操作实践部分８２．６％，质量控制部

分为６５．４％，操作实践部分的知晓情况好于基础知识

及质量控制。知晓率＞９０％的内容包括：标本的长期

保存、分离、运送条件及方式，筛查实验允许的变异系

数。知晓率＜３０％的内容包括：产前筛查的筛查指

标、矫正因素、室内与室间质量控制的相关知识。

产前咨询医生对３０道选择题的总体知晓率为

６４．９％，其中基础知识部分知晓率为５７．９％，操作

实践部分７８．１％，质量控制部分为５３．８％，操作实

践部分的知晓情况好于基础知识及质量控制。知晓

率＞９０％的内容包括：标本的长期保存及运送条件、

知情同意内容、报告内容。知晓率＜３０％的内容包

括：筛查可使用的血清标志物、室内与室间质量控制

的相关知识。调查对象产前筛查相关知识知晓率，

见表２。

表２　调查对象产前筛查相关知识知晓率

题目
实验人员

调查人数 回答正确人数 知晓率

产前咨询医生

调查人数 回答正确人数 知晓率

基础知识

　１．中孕血清学筛查可筛查的疾病 １００ ７５ ７５．０％ ６２ ４７ ７５．８％

　２．开放性神经管缺陷所包括的疾病 １００ ６６ ６６．０％ ６２ ５５ ８８．７％

　３．中孕血清学筛查适合的孕周 １００ ７７ ７７．０％ ６２ ５２ ８３．９％

　４．中孕血清学筛查可使用的标志物 １００ ２１ ２１．０％ ６２ ７ １１．３％

　５．风险评估中的矫正因素 １００ ２３ ２３．０％ ６２ １９ ３０．６％

　６．确定孕周的超声指标 １００ ４２ ４２．０％ ６２ ２７ ４３．５％

　７．截断值的定义 １００ ７１ ７１．０％ ６２ ３７ ５９．７％

　８．截断值与假阳性率、检出率的关系 １００ ５６ ５６．０％ ６２ ３２ ５１．６％

　９．提高筛查检出率的方法 １００ ４８ ４８．０％ ６２ ３８ ６１．３％

　１０．ＭＯＭ值的含义 １００ ７０ ７０．０％ ６２ ４５ ７２．６％

操作实践

　１１．采血注意事项 １００ ８０ ８０．０％ ６２ ４２ ６７．７％

　１２．采血后血清分离时间 １００ ７０ ７０．０％ ６２ ４８ ７７．４％

　１３．标本的水浴时间 １００ ９２ ９２．０％ ６２ ５０ ８０．６％

　１４．标本４～８℃保存时间 １００ ８８ ８８．０％ ６２ ５０ ８０．６％

　１５．标本－２０℃保存时间 １００ ７５ ７５．０％ ６２ ３８ ６１．３％

　１６．标本长期保存条件 １００ ９３ ９３．０％ ６２ ５９ ９５．２％

　１７．外送标本的运输温度 １００ ９５ ９５．０％ ６２ ６０ ９６．８％

　１８．外送标本应以何种形式运输 １００ ９３ ９３．０％ ６２ ５４ ８７．１％

　１９．检测后的标本保存时间 １００ ５８ ５８．０％ ６２ ３１ ５０．０％

　２０．申请单应当包括的内容 １００ ７８ ７８．０％ ６２ ３３ ５３．２％

　２１．知情同意书应包括内容 １００ ８０ ８０．０％ ６２ ５６ ９０．３％

　２２．筛查报告应包括内容 １００ ８９ ８９．０％ ６２ ６０ ９６．８％

质量控制

　２３．实验中质量控制的频次 １００ ８４ ８４．０％ ６２ ３５ ５６．５％

　２４．室内质量控制的意义 １００ １８ １８．０％ ６２ ４ ６．５％

　２５．室间质评的目的和作用 １００ ２５ ２５．０％ ６２ ９ １４．５％

　２６．２１三体检出率、假阳性率国家标准 １００ ５７ ５７．０％ ６２ ３５ ５６．５％

　２７．１８三体检出率、假阳性率国家标准 １００ ７４ ７４．０％ ６２ ３３ ５３．２％

　２８．变异系数的国家标准 １００ ９８ ９８．０％ ６２ ５４ ８７．１％

　２９．产前诊断率的国家标准 １００ ８３ ８３．０％ ６２ ５４ ８７．１％

　３０．随访率的国家标准 １００ ８４ ８４．０％ ６２ ４３ ６９．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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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客观选择题不同人员分组情况下的知晓率　

如以医院等级分组，三甲医院实验室人员基础知识

的知晓率高于三乙及以下医院，但在操作实践、质量

控制管理及总知晓率无差异；三甲医院产前咨询医

生质量控制管理及总知晓率高于三乙及以下医院，

但在基础知识、操作实践方面无差异。如以开展项

目分组，产前诊断中心实验室人员及临床医生的各

项知晓率均高于单纯筛查机构或采血点。如以职称

分组，高级职称实验室人员的各项知晓率反而低于

中初级职称者；不同职称的产前咨询医生各项知晓

率则无明显差异。如以隶属科室分组，隶属于临床

科室的实验室人员及临床医生各项知晓率均好于隶

属于检验科室者。不同人员分组情况下的产前筛查

相关知识知晓率，见表３。

表３　不同人员分组情况下相关人员对产前筛查相关知识知晓率（％）

实验室人员知晓率

基础知识 操作实践 质量控制 总体

产前咨询医生知晓率

基础知识 操作实践 质量控制 总体

医院等级

　三甲 ５６．９ ８０．７ ６４．２ ６８．４ ６１ ８０．９ ５９．７ ６８．６

　三乙及以下 ４９．７ ８１．６ ６２．５ ６５．９ ５５．５ ８０．６ ４７．６ ６３．４

　χ
２值 ４．６ ０．１ ０．２ ０．２ １．９２ ０．０１ ７．３ ５．５２

　犘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开展项目

　产前诊断 ６３．６ ８７．６ ６８．９ ７４．６ ６４．３ ８５ ６４．６ ７２．７

　产前筛查或采血点 ３８．３ ６９．２ ５４．２ ５４．９ ５０．４ ７５．３ ３９．４ ５７．４

　χ
２值 ５９．３ ６０．９ １７．４ １２２．７ ９．８５ １１．１ ３１．４ ４７．５

　犘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职称

　初级 ５６．８ ８３．９ ６４．１ ６９．６ ５９．１ ８３．３ ５５．７ ７２．７

　中级 ５８．４ ８４．２ ６７．９ ７１．３ ６１．４ ８３ ４８．９ ６６．７

　高级 ４２．７ ７０．１ ５４ ５６．７ ７３．２ ７８．２ ５６．５ ６４．９

　χ
２值 ６．０９ ２６．３ １０．１ ４６．３ １．８ ２．９ ２．５ １．２

　犘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隶属科室

　检验科室 ４１．８ ７１．５ ５５ ５７．２ ５３．２ ７７．５ ４４．５ ５０．８

　临床科室 ６３ ８７．４ ６９．４ ７４．４ ６４．３ ８４．８ ６４．７ ７２．６

　χ
２值 ４３．７ ４７．３ １７．１ ９８ ７．７１ ６．４５ ２０．２５ ９２．０１

　犘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主观建议及评价汇总　１６２份有效问卷中，

１２８份（７９％）对目前血清学产前筛查的现状做出评

价，其中仅５人（３．９％）表示满意，１２３人（９６．１％）

表示不满意。５６人（４３．８％）认为目前的筛查工作

应加强规范化管理，如建立准入制度、定期考核、加

强室间质量控制管理、网络建设等；５８人（４５．３％）

希望能够加强相关知识与技术培训，建立促进实验

室人员与产前咨询医生沟通交流的机制；２８人

（２１．９％）建议在目前中孕血清筛查的基础上，发展

新的检测项目与技术，如早孕期母血清学筛查、联合

筛查、无创性胎儿游离ＤＮＡ检测等；１８人（１４．１％）

提及加强对孕妇的宣教，增强孕妇对产前筛查的正

确认识，提高筛查普及率；１５人（１１．７％）提出应加

强对妊娠结局的随访，以准确评估筛查效率。

３　讨　论

本次调查结果提示筛查实验室人员及产前咨询

医生母血清学筛查知识总知晓率分别为６８．８％和

６４．９％，即对近三分之一的问题未能正确回答。对

各项内容知晓率差异较大，如标本处理保存、知情同

意及报告内容等临床操作实践问题知晓率普遍较

高，达９０％以上；而筛查指标、风险校正因素、室内

与室间质量控制知晓率均不到３０％。实验室人员

对质量控制管理的知晓率高于产前咨询医生，可能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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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参与质量控制管理具体工作相对较多有关。操

作实践部分整体知晓率高于基础理论知识和质量控

制管理，提示部分人员虽然可完成常规工作，但基础

知识较欠缺，质量控制管理方面的知识不足，影响筛

查工作质量的提升，需加强相关知识培训。

从医院等级分组来看，三甲医院除实验室人员

基础知识知晓率、产前咨询医生质量控制管理知晓

率略高于其他级别医院外，实践操作等其他方面的

知晓率均不存显著差异。从人员职称来看，初、中、

高级产前咨询医生的知晓率不存在差异，而中、初级

实验室人员的知晓率反而好于高级职称者。提示相

关知识知晓率与医院等级、人员职称无明显关系，而

与主观重视程度有关，相关培训不仅要在基层医院

进行，三甲医院同样需要加强培训，且培训对象应同

时包括高级职称人员。

从实验室可开展项目来看，单纯的产前筛查单

位和采血点知晓率亟待提高，这些单位是面向广大

孕妇的第一窗口，其工作质量的提高是全面提升本

省产前筛查工作质量的前提，否则将会出现“短板效

应”。从实验室隶属科室来看，隶属于检验科室者，

无论是实验室人员还是临床医生，均明显低于隶属

于临床科室者。这与产前筛查特点有关，它不同于

一般的实验室检查，孕妇的年龄、体重、孕周等临床

信息直接影响筛查结果判断，更需临床医生与实验

室人员密切配合及有效沟通，在此方面隶属于临床

科室的实验室更具优势。

本次７９％的调查对象就目前产前筛查的工作

现状给出了评价与建议，虽然调查对象自身即从事

产前筛查相关工作，但９６．１％的人并不满意当前的

工作状况，近一半的调查对象提出应加强统一监管

及人员培训，此外还建议发展新的检测技术、加强宣

传教育、妊娠结局随访等。提示从业人员已认识到

当前工作存在的问题，希望接受培训以提高工作

质量。

本次调查对象来自本省１３个市３２家不同级别

的产前筛查单位，包括实验室人员及产前咨询医生，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结果显示，虽然操作实践方面

知晓率相对较好，但对产前筛查的基础知识、质量控

制管理知识知晓度有限，基础知识是否扎实，质量控

制是否严格都直接影响筛查工作的质量，加强规范

化的管理及人员培训应是今后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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