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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职业暴露的监测分析与风险防范

蒋春涛!林
!

霄#

!李
!

懿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医院感染管理科
!

7#!F"#

$

!!

摘
!

要!目的
!

监测%分析医务人员职业暴露!建立完整的监测报告系统!为制订职业暴露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

对

"##=

年
F

月至
"#!!

年
=

月
65

名职业暴露上报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65

名职业暴露中!发生锐器伤
F5

名!发生率为

;596;B

!血液和体液暴露
5#

名!发生率为
5;9!7B

+他们均接受相应的干预措施!无
!

人发生血源性传播疾病感染&结论
!

职业

暴露是医务人员面临的高危职业风险!建立完整监测报告系统及暴露后实施干预措施可最大限度地降低职业暴露的风险&

关键词!医务人员+职业暴露+降低风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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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在从事诊疗+护理等工作过程中经常被含有病原

体的血液+体液污染的医疗锐器损伤皮肤-

!

.

!或直接接触血液+

体液!或血液+体液分泌物溅入眼睛+口腔等黏膜部位!目前!已

被证实有
"#

多种病原体可经针刺伤传播!其中最常见的是乙

型肝炎病毒$

%[]

%+丙型肝炎病毒$

%3]

%+梅毒和人类免疫缺

陷病毒$

%-]

%等!在美国!医务人员每天约发生
!###

次针刺

伤或其他锐器伤-

">5

.

!针头致伤时只需
#9##7KS

带有
%[]

的

血液足以使受伤者感染
%[]

-

7

.

"因此!血源性职业暴露是医

务人员面临的高危职业风险!为了解本院医务人员职业暴露发

生情况!完善监测报告与处置流程!制订医务人员职业暴露防

控策略!加强医务人员职业安全管理!降低职业伤害所带来的

危险!现就本院
"##=

年
F

月至
"#!!

年
=

月全院医务人员职业

暴露监测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9!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F

月至
"#!!

年
=

月本院发生职

业暴露上报的医务人员
65

名为研究对象!包括医生+护士+检

验人员+清洁工+后勤人员等"

!9"

!

方法
!

$

!

%暴露事件报告登记#按照卫生部)医务人员艾

滋病病毒职业暴露防护工作指导原则*+)血源性病原体职业接

触防护指导原则*要求!自制职业暴露报告登记表!内容包括暴

露者一般情况+暴露时间+工作类别+既往传染病史+暴露经过+

暴露方式+暴露部位+暴露源血检情况+预防接种史+局部处理

等!凡在临床医疗活动中发生职业暴露的医务人员实行暴露后

立即报告制度!感染管理科登记备案&$

"

%风险评估#感染管理

科接到报告后立即对发生暴露的医务人员进行现场调查!了解

意外事件发生的经过+致伤物件+暴露程度+局部处理情况+预

防接种史+暴露源血源性传播疾病种类等!根据以上情况评估

暴露等级!完成暴露者本底血清学检测!确定是否预防用药&

$

5

%暴露后监测追踪#根据暴露源血源性传播疾病种类!确定暴

露者血清学检测项目+时间!书面通知暴露者按期检测!对预防

用药者观察用药不良反应和依从性!追踪暴露者按期检测情

况!提供咨询和随访"

"

!

结
!!

果

"9!

!

暴露人群分布及暴露率
!

65

名职业暴露中主要为针头

和锐器伤
F5

名$

;596;B

%!其次是血液和体液暴露
5#

名

$

5;9!7B

%"其中护士发生人数最多!医生$包括主治医师以

上+住院医生+进修医生%次之$表
!

%"

65

名职业暴露中有
5!

名发生群体性暴露"

"9"

!

暴露源疾病分布及发生率
!

本次监测结果显示乙型肝炎

暴露居首位!其次为狂犬病+不明传染源+

%-]

+梅毒+丙型肝

炎"狂犬病暴露仅次于乙型肝炎!这与地方性传染病流行性+

规律性+防控效果的影响有关&个别暴露源同时存在多种血源

性疾病!如患者既是
%-]

阳性!又是梅毒+丙型肝炎或乙型肝

炎患者!导致暴露者存在多重暴露危险!见表
"

"

"9#

!

锐器伤暴露时机的构成比
!

F5

名针头和锐器伤发生在

各环节!以下
5

种情况发生暴露机会相应较大!针头或锐器使

6;;5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7#

卷第
5;

期



用后+处置前多发生在将取下的输液针回插入瓶或回套针帽时

被头皮针刺伤&操作过程中各步骤之间发生在手术缝合或整理

器械时被缝合针+手术刀损伤&针头或锐器弃置后被遗弃在地

上或利器盒外的针头或锐器刺伤!见表
5

"

表
!

!!

65

名职业暴露人群分布及暴露情况

人群分布
针头和锐器伤$

$ F̀5

%

暴露$

$

% 暴露率$

B

%

血液和体液暴露$

$ 5̀#

%

暴露$

$

% 暴露率$

B

%

护士
5F ;;9#7 !; F5955

医生
!! "#9=F !! 5;9;=

检验人员
7 =9FF # #9##

清洁员
" 59== ! 5955

后勤人员
! !96: " ;9;=

表
"

!!

暴露源疾病分布及暴露情况

暴露源疾病 暴露$

$

% 暴露率$

B

% 暴露例次$

$

%暴露例次率$

B

%

乙型肝炎
5# 5;9!F 5# 5!9"F

狂犬病
"# "79!# "# "#965

不明传染源
!" !797; !" !"9F#

%-] !! !59"F !! !!97;

梅毒
= 6975 !7 !79F6

丙型肝炎
5 59;! : :956

合计
65 !##9## :; !##9##

表
5

!!

F5

名锐器伤暴露时机的构成比

暴露时机 暴露$

$

% 构成比$

B

%

针头或锐器使用后+处置前
5" ;#956

操作过程中各步骤之间
6 !F9#:

针头或锐器弃置后
; !!95"

使用针头或锐器过程中
F :975

使用针头或锐器前
" 59==

合计
F5 !##9##

"9$

!

锐器伤的原因和器械类型
!

本次监测结果显示锐器伤的

主要影响因素有操作不当+取液体后输液针回插入瓶+器械传

递过程中视线移动或他人碰撞+集中处置医疗废物+锐器盒盛

装过满+锐器处置空间移位和放置错位+患者晃动或躁动等导

致针头或锐器伤&引起损伤的器械最多的是头皮钢针刺伤
5"

名$

;#956B

%!其次是缝合针刺伤
=

名$

!59"!B

%!一次性注射

器针头刺伤
=

名$

!59"!

%!试管口破裂割伤
"

名$

59==B

%!一次

性手术刀割伤
"

名$

59==B

%!其余止血钳刺伤+狂犬患者抓伤+

狂犬患者分泌物污染车门轧伤各
!

名$

!96:B

%"

"9E

!

涉及的体液及暴露时间
!

主要涉及血液+呕吐物+痰液+

唾液+羊水+脓液+水泡分泌液等体液!大多数是在不知情!未实

施防护措施发生群体性接触!如本组
F

例狂犬病!

"#

名医护人

员手部明显破损或潜在损伤直接接触&接触量少于
FKS"=

名

$

:#9##B

%!

F#KS

以内者
"

名$

;9;=B

%!

F#KS

以上者
!

名

$

5955B

%&接触时间
F

!

!7K).!=

名$

F;9;=B

%!反复接触超过

!C5

名$

!#B

%!少于
FK).!#

名$

55955B

%!本组无血源性感

染发生!与接触量小+时间短有一定关系"

"9I

!

暴露后处理和随访追踪
!

65

名医务人员发生职业暴露

后!

=;

名及时进行了局部处理并报告感染管理科!及时报告率

达
:!9F=B

!

=

名进行局部处理后未及时报告!事后补报!存在

职业倦怠&对
65

名暴露者!感染管理科及时给予干预措施!其

中
56

名接受血液检测!

:

名肌肉注射乙型肝炎高效免疫球蛋

白!

!7

名接种乙型肝炎疫苗!

;

名全程肌肉注射长效青霉素!

F

名接种狂犬免疫球蛋白!

"#

名全程接种狂犬疫苗!

!

名口服抗

菌药物!

!

名接受抗
%-]

预防用药!口服
!

次药物后因胃肠道

反应大!自动放弃服药!

!

名经抗
%-]

预防用药咨询后自动放

弃预防用药&医院承担检验费+药费+其他费用共计
";#5=

元"

经随访追踪
65

名暴露者无
!

名感染相关血源性病毒!但追踪

检验+失访现象较重"

#

!

讨
!!

论

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职业暴露!尤其是锐器伤导致

血源性病原体职业暴露已严重威胁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中国

由于对职业暴露的研究起步较晚!绝大多数医疗机构对职业安

全重视程度不够+疏于管理"但近年已受到各部门的高度关

注!本调查旨在了解本院职业暴露情况!提出防控职业暴露的

相关措施"

#9!

!

护士是职业暴露高发人群
!

本监测结果显示职业暴露护

士发生率最高!和国内相关文献报道较一致!这与临床护士从

事抽血+输液穿刺等操作较多!锐器伤后血源性病原体感染的

风险增大有关-

F

.

&由于医护人员没有进行系统的防护知识教

育!加之护士流动较大!诊疗操作不够熟练!工作量大!护士配

备严重不足!尚未形成良好的防护意识和行为习惯!缺乏自我

防护知识!因此!应采取举办专项继续教育+开展增强职业防护

意识的宣传活动+借助支持系统资源等多形式防护教育!以促

进受训者行为方式的有效转变-

;

.

&医院应高度重视职业防护!

给予政策支持!护理人员配备合理!减轻工作负荷!避免精神紧

张+工作忙乱造成针刺伤&对暴露者及时提供咨询+心理抚慰+

风险评估和预防用药"

#9"

!

群体性暴露特点
!

群体性暴露和狂犬病高暴露现象是本

监测的一大特点"

65

名暴露者中有
5!

名是在患者诊断未明

时!发生各班次医务人员在未采取防范措施情况下接触患者血

液+体液+分泌物等&其中
"#

名暴露者的暴露源病种是狂犬病!

医务人员在患者就诊+检查+住院途中被患者唾液污染!在患者

兴奋期 发 生 抓 人+咬 伤+针 刺 伤!由 于 狂 犬 病 病 死 率 达

!##B

-

=

.

!从而引起医护人员盲目恐慌"加强分层职业安全教

育培训!使各层次医务人员做到知信行!极大的提高医务人员

职业暴露的防范意识!改变其职业暴露的危险行为-

6

.

!达到杜

绝或减少职业暴露的发生!提高医务人员诊疗活动中的职业安

全性"

#9#

!

不规范操作导致职业暴露
!

$

!

%集中处置锐器#

F5

名锐

器伤中!护士拔输液针后不及时处置输液针头!将头皮针头回

插入液体瓶塞!针头滑脱刺伤手指!集中分类+处置时再次刺伤

其他医护人员!符合章泽豹等-

:

.报道锐器伤高峰时段均在工作

量下降阶段!常见于操作后整理用物和处理废弃物阶段&$

"

%针

头处置空间位移-

!#

.

#护士取输液针后从病区回到处置室后丢

弃在锐器盒中!造成处置时间长!空间位移大!损伤机会增多!

大大增加潜在针刺伤风险&$

5

%锐器盒设计欠缺和使用不规范#

锐器投放口小!放置位置无统一规范!锐器盒易见性+易接性较

:;;5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7#

卷第
5;

期



差-

!!

.

!内容物过满!利器外露!在丢弃输液头皮针时发生针刺

伤"有文献报道!锐器收集箱的使用可使针刺伤的发生率降低

F#9#B

-

!"

.

"正确使用锐器盒!锐器盒放置在便于投放的适宜

位置!从而有效减少临床护士锐器伤隐患&加强对'三个重点(

的管理-

!5

.

!即重点科室$如手术室+输液室+消毒供应室%+重点

时间$操作后整理用物和处理废弃物阶段%+重点人群$实习生+

低年资医护人员+'

!"#

(院前急救人员%的管理"规范操作流

程!注重安全管理!提倡使用安全无针系统和具有保护装置的

诊疗器具&规范预防接种疫苗!有效预防
%[]

感染&强化术前

血源性传播疾病相关项目的检查!急诊手术
%-]

快速检测!发

现潜在的传染源!可预防疾病在院内的传染!有助于医务人员

在诊疗护理过程中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

!7

.

!同时!为发生职业

暴露后及时处置赢得时间!保证报告处置链流程畅通+及时是

防止锐器伤的关键"

#9$

!

标准预防执行力差
!

本调查发现!暴露源不清楚和诊断

未明的暴露人次大于各项已明确暴露源!这说明临床医务人员

对标准预防认知不足!标准预防执行不到位+执行力差&防护用

品设计不合理+不适用+不方便!产品生产与临床使用脱节-

!F

.

"

提示需加强监督管理力度!增加沟通+协调+反馈+责任+决心等

执行力五要素!自我约束不规范操作行为!急诊护士主动戴手

套进行救护操作!对预防职业危害性感染可起到关键性作

用-

!;

.

&提供充足+适宜的防护用品!从而提高标准预防执行力!

最大限度地降低职业暴露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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