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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调查我国地市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信息技术人员培训需求，结果表明不同地区培训需求有一定差
异，网络安全防护是共同关注热点。针对培训覆盖率不足、培训内容相对集中等现象提出相关建议，为制

定培训大纲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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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基于云计算技术传染病症

候群病原监测大数据处理分析应用与共享平台

建设”（项目编号：２０１８ＺＸ１０７１３００１－０１２）。

１　引言

２０２０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暴露出
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存在一定短板。２０２０年６月

２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专家学者座谈会上强调构建强
大的公共卫生体系，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

障。据此，国家加大对公共卫生体系和重大疫情防

控救治体系建设的投入。为提升基层疫情防控能

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疾控局委托，组织编制现场流行病学、实验室检测

能力、信息技术骨干人才培训大纲。为深入了解我

国地市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以下简称地市级疾控

中心）信息技术骨干人才培训需求，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信息中心于２０２０年７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
开展地市级疾控中心信息技术骨干人员培训需求调

查，旨在为省级疾控中心细化培训方案提供一定参

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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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调查对象

针对全国３１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地市级

疾控中心信息技术人员。要求各省 （自治区、直辖

市）地市级疾控中心从事信息管理工作的人员至少

１人填写。按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标准划
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

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 ９个省 （直辖市）；

中部地区包括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

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 １０个省；西部地
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

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１２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１］。

２２　调查内容和方法

２２１　调查内容　使用自行设计的 《基层疫情防

控能力提升项目信息技术骨干人才培训需求调查

表》，调查内容包括 ３部分：一是人员基本情况，
包括所属省份、技术职称、专业背景、专职情况、

工作年限、从事工作等１１项。二是培训内容需求，
包括网络运行维护技术、虚拟专网技术、业务需求

分析、信息系统开发主流技术、卫生信息标准、网

络安全防护技术、大数据分析方法等 ２７项。三是
其他需求，包括培训方式、培训师资等。

２２２　调查方法　利用问卷网调查工具，实现调
查表的电子化并发布，地市级调查人员通过电脑

端、手机端在线填报。

２２３　评价与统计方法　培训内容根据需求程度
为每项赋值， “非常需要”为３分， “需要”为２
分，“不需要”为１分。培训方式、培训师资根据
选择优先顺序赋值，排在第１位为３分，第２位为
２分，第 ３位为 １分。得分代表对某项培训内容、
方式、师资的需求程度，得分越高说明需求程度越

大，反之越小［２－３］。数据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进行
描述性统计分析，用 （均数±标准差）表示计量资
料，用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

２３　质量控制

问卷设计结合培训组织经验，征求相关专家意

见。完成数据收集后，对全部数据进行清洗、整

理，校验逻辑合理性。共收回有效问卷３２３份。

３　结果

３１　基本情况

调查的 ３２３名地市级疾控中心信息技术人员
中，东部、中部、西部分别为９４、１４３、８６人。具
备高级技术职称 （含正高级、副高级）人员占

２０７４％，同时具有信息技术和医学专业背景人员
占 １１１５％。专职从事信息 管 理 工 作 人 员 占
５２９４％，其中工作年限超过 １０年的占 ５７８９％。
从事信息管理工作年限最长为３４年，最短为６个
月。地市级疾控中心信息技术人员基本情况，

见表１。

表１　地市级疾控中心信息技术人员基本情况

人员基本情况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人数 百分比 （％） 人数 百分比 （％） 人数 百分比 （％） 人数 百分比 （％）
技术职称 正高级　　　　　 ５ ５３２ ６ ４２０ １ １１６ １２ ３７２

副高级　　　　　 １７ １８０９ ３３ ２３０８ ５ ５８１ ５５ １７０３
中级　　　　　　 ４６ ４８９４ ６１ ４２６６ ４４ ５１１６ １５１ ４６７５
初级　　　　　　 １８ １９１５ ２６ １８１８ ２７ ３１４０ ７１ ２１９８
无职称或尚未定级 ８ ８５１ １７ １１８９ ９ １０４７ ３４ １０５３

专业背景 信息技术相关专业 ５２ ５５３２ ５２ ３６３６ １６ １８６０ １２０ ３７１５
医学相关专业　　 ２６ ２７６６ ６４ ４４７６ ６２ ７２０９ １５２ ４７０６
同时具有信息技术、

医学背景　　　　
１０ １０６４ ２０ １３９９ ６ ６９８ ３６ １１１５

其他专业　　　　 ６ ６３８ ７ ４９０ ２ ２３３ １５ ４６４
　专兼职情况 专职　　　　　　 ５７ ６０６４ ８４ ５８７４ ３０ ３４８８ １７１ ５２９４

兼职　　　　　　 ３７ ３９３６ ５９ ４１２６ ５６ ６５１２ １５２ ４７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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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从事信息管理 ５年以下　　　　　 ２７ ２８７２ ３３ ２３０８ ３５ ４０７０ ９５ ２９４１
工作年限　　 ５～９年　　　　　　 ２５ ２６６０ ３６ ２５１７ ２４ ２７９１ ８５ ２６３２

１０～１９年　　　　　 ３１ ３２９８ ５２ ３６３６ ２１ ２４４２ １０４ ３２２０
２０年及以上　　　　 １１ １１７０ ２２ １５３８ ６ ６９８ ３９ １２０７

日常主要从事 　　网络管理／机房设备维护 ７２ ７６６０ ８８ ６１５４ ３３ ３８３７ １９３ ５９７５
工作 （多选） 信息系统应用／维护 ５２ ５５３２ ６５ ４５４５ １２ １３９５ １２９ ３９９４

桌面维护　　　　　 ５５ ５８５１ ６６ ４６１５ ２３ ２６７４ １４４ ４４５８
　数据管理与数据分析 ３１ ３２９８ ８８ ６１５４ ５４ ６２７９ １７３ ５３５６

３２　培训现状

调查的 ３２３名地市级疾控中心信息技术人员
中，近 ３年接受过信息技术相关培训人员占
５６９６％，其 中 接 受 ３次 及 以 上 培 训 人 员 占
２９４１％。西 部 地 区 未 接 受 过 培 训 的 人 员 占

５４６５％，见表 ２。培训内容主要集中在网络安全
２４９２％、数字认证证书使用１８０３％，以及信息技
术相关政策培训１６７２％。普遍认为接受信息技术
培训对从事工作有一定帮助，认为无帮助的仅占

０５４％，见图１。

表２　地市级疾控中心信息技术人员近３年接受培训情况

近３年接受培训情况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人数 百分比 （％） 人数 百分比 （％） 人数 百分比 （％） 人数 百分比 （％）

培训次数　　　　　　 ３次及以上 ３１ ３２９８ ４８ ３３５７ １６ １８６０ ９５ ２９４１

２次 １８ １９１５ １６ １１１９ １１ １２７９ ４５ １３９３

１次 １８ １９１５ １４ ９７９ １２ １３９５ ４４ １３６２

未接受过培训 ２７ ２８７２ ６５ ４５４５ ４７ ５４６５ １３９ ４３０３

培训内容 （多选）　　 系统应用和维护 １７ １０８３ １３ ８９０ １ ４１７ ３１ １０１６

机房建设和维护 ８ ５１０ ６ ４１１ ０ ０００ １４ ４５９

网络技术 １７ １０８３ ８ ５４８ ２ ８３３ ２５ ８２０

虚拟专网使用 １１ ７０１ ２５ １７１２ １ ４１７ ３５ １１４８

数字认证证书使用 ２６ １６５６ ２９ １９８６ ４ １６６７ ５５ １８０３

数据分析及软件应用 １０ ６３７ ７ ４７９ ３ １２５０ １８ ５９０

网络安全 ４１ ２６１１ ３４ ２３２９ ９ ３７５０ ７６ ２４９２

相关政策培训 ２７ １７２０ ２４ １６４４ ４ １６６７ ５１ １６７２

对工作的帮助程度　　 有很大帮助 ４１ ６１１９ ５６ ７１７９ ２４ ６１５４ １２１ ６５７６

（针对接受过培训人员） 有帮助 ２６ ３８８１ ２２ ２８２１ １４ ３５９０ ６２ ３３７０

无帮助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２５６ １ ０５４

图１　地市级疾控中心信息技术人员近３年接受培训内容

３３　培训需求

在培训意愿方面，有９２５７％的地市级疾控中
心信息技术人员表示愿意接受培训。在培训内容选

择方面，调查对象对于信息技术培训各项内容均存

在需求，东、中、西部地区培训需求侧重方向略有

不同。东部地区信息技术人员尤其关注网络安全防

护技术、大数据分析方法、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等方

面培训；中部地区信息技术人员尤其关注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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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技术、机房运行维护、信息化规划方法等方面

培训；西部地区信息技术人员尤其关注卫生信息标

准、数据库管理技术、信息系统运行维护管理、网

络安全防护技术等方面培训。在培训方式选择方

面，调查对象更易接受视频课件远程学习方式，其

次是现场实践、集中面授方式。在师资来源选择方

面，更倾向选择高校或研究机构教师授课，见表３。

表３　地市级疾控中心信息技术骨干人才培训内容需求

培训需求评分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培训内容 虚拟专网技术 ２５７±０６２ ２７１±０４９ ０６７±０４７ ２６４±０５５
服务器虚拟化技术 ２５０±０６５ ２５４±０７０ ２５８±０６４ ２５３±０６７
云计算相关技术 ２４０±０６９ ２４１±０６９ ２５０±０６５ ２４１±０６９
机房规划建设 ２４８±０５９ ２６３±０５７ ２５０±０６５ ２５６±０５９
机房运行维护 ２５７±０５３ ２７９±０４４ ２６７±０４７ ２６９±０４９
信息化规划方法 ２６０±０５２ ２７４±０４４ ２６７±０４７ ２６７±０４８
业务需求分析 ２４５±０６２ ２６３±０５９ ２５８±０６４ ２５５±０６１
信息系统开发主流技术 ２３４±０７３ ２５４±０６０ ２５０±０６５ ２４６±０６７
卫生信息标准 ２４３±０６５ ２５７±０６０ ２７５±０４３ ２５３±０６２
数据库管理技术 ２４１±０７２ ２４４±０６９ ２７５±０４３ ２４６±０６９
信息系统运行维护管理 ２５０±０５６ ２６８±０５５ ２７５±０４３ ２６１±０５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用户权限、编码 ２３６±０７１ ２４７±０６５ ２０８±０６４ ２３９±０６９
数据交换技术 ２４８±０６２ ２６０±０６０ ２６７±０４７ ２５６±０６０
医院信息系统 ２０９±０７３ ２０３±０７３ ２００±０５８ ２０５±０７２
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化疾控系统案例 ２４８±０６８ ２４３±０６０ ２２５±０６０ ２４３±０６４
公共卫生信息资源及其共享 ２４７±０６５ ２５０±０６１ ２３３±０６２ ２４７±０６３
网络安全防护技术 ２７６±０４３ ２８４±０３７ ２７５±０４３ ２８０±０４０
网络安全法 ２５２±０５３ ２６５±０５４ ２５０±０５０ ２５８±０５４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 ２６２±０５８ ２６０±０５７ ２６７±０４７ ２６２±０５７
数字认证和国产密码应用 ２３３±０６５ ２６０±０６０ ２５０±０５０ ２４８±０６３
信息化项目管理 ２５５±０５６ ２７１±０４９ ２５０±０５０ ２６２±０５３
地理信息系统概述及其应用 ２１９±０６６ ２３４±０６８ ２３３±０６２ ２２８±０６７
问卷调查工具概述及其应用 ２２２±０７９ ２４１±０６５ ２２５±０７２ ２３２±０７２
Ｅｘｃｅｌ软件及其应用 ２１６±０７８ ２４０±０７１ ２０８±０７６ ２２７±０７６
大数据分析方法 ２６４±０５５ ２５４±０６３ ２５０±０６５ ２５８±０６０
数据可视化展现技术 ２５０±０６８ ２５４±０６３ ２５０±０６５ ２５２±０６５
５Ｇ网络及其应用概述 ２３４±０６６ ２５０±０６１ ２３３±０６２ ２４２±０６３

培训方式 集中面授 １６２±０６５ １５１±０６６ １７６±０７０ １６１±０６７
视频课件远程学习 ２３７±０８５ ２５７±０７５ ２４５±０８７ ２４８±０８２
现场实践 ２０１±０７５ １９２±０６６ １７９±０６７ １９１±０６９

师资来源 上级疾控中心专业人员 ２１４±０８５ １８５±０８６ ２０２±０７９ １９８±０８５
高校或研究机构老师 ２０２±０７０ ２１３±０７１ ２１５±０８０ ２１１±０７３
专业培训机构讲师 １８４±０８７ ２０２±０８４ １８３±０８２ １９２±０８５

４　讨论

４１　培训覆盖率不足

调查对象中９２５７％的地市级疾控中心信息技

术人员表示愿意接受培训，但受到场地、经费、时

间、工作安排等多方面限制，仅 ５７５３％人员近 ３

年接受过相关信息技术培训，９９４２％人员认为信
息技术培训对从事工作有一定帮助。特别是在西部

地区，有意愿但近３年未接受过信息技术培训人员
占４７３０％。培训覆盖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将直接
影响常规工作开展，同时有碍于信息技术人才个人

能力提升，也有可能逐步演化成为制约疾控业务发

展的瓶颈。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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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培训内容相对集中

近３年调查对象接受的信息技术培训内容相对集
中，主要是：网络安全占２４９２％、数字认证证书使
用占 １８０３％，以及信息技术相关政策培训占
１６７２％。特别是网络安全培训，均位列东、中、西
部地区第１位，分别为２６１１％、２３２９％、３７５０％。
说明地市级疾控中心已充分认识到网络安全的重要

性，也折射出对网络安全防护的迫切需求。

４３　培训呈现多样化需求

由于疾控信息技术培训多采用逐级培训方式，

各地市级疾控中心培训大多由所在省级疾控中心统

筹组织安排。受区域信息化发展影响，呈现多样化

培训需求，东、中、西部地区侧重方向不尽相同，

网络安全防护是共同关注热点。由于基层机构信息

技术人员配置不足［４］，工作任务繁重，一人多岗，

工作、学习时间冲突矛盾相对突出。调查对象更易

接受视频课件远程学习方式，培训时间更为灵活。

同时，注重现场实践，有利于促进理论和实践有效

结合。但由于远程培训自主性较强，培训效果可能

受到一定影响。

４４　对策建议

第一，加强政策与经费方面支持。充分认识到

开展信息技术培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制定相关政

策，保障充足学习时间，保证培训质量；加大经费

投入，保障更多专业技术人员有机会参加培训，扩

大培训覆盖范围。第二，制定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培

训方案。将国家制定的培训大纲与地方实际情况相

结合，针对不同岗位、不同职称的信息技术人员安

排相适宜的培训内容，理论与实践并举。同时配置

不同侧重点的师资，解决授课水平同质化问题［５］。

采取多途径、多样化短期现场集中教学与分散网络

在线教学有机结合方式，控制培训时限和频率，避

免集中时间过长出现厌烦心理、时间过短效果不明

显的问题，提升培训效果。第三，建立常态化培训

机制与能力建设体系。充分认识到提升信息化水平

是促进疾控业务工作发展的迫切需要，将信息技术

人才培训纳入各级疾控机构年度培训计划，形成规

范化、常态化培训机制。建立疾控信息化教育、培

训与考试认证体系，拓宽人才培养途径［６］。

５　结语

技术培训是提升人员技术水平与工作能力、促

进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良性发展的重要途径。信息

技术人才培训应以需求为导向，抓住教育培训规

律，不断更新培训理念、内容和方式，探索各地疾

控机构更具针对性、实效性的培训新思路，培养疾

病预防控制与信息技术复合型专业技术和管理人

才，促进信息技术在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中的广泛融

合与深入应用。此外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各地

市级疾控中心调查人员样本分布稍有不均衡，但考

虑到本调查以获取信息技术人才培训需求为主要角

度，作为各省级疾控机构结合实际细化培训方案的

参考依据，未对研究样本分布做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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