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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暴露的心理干预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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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艾滋病$

"V0\

&在全球的传播蔓延#根据中国
(++%

年

"V0\

评估报告显示#目前中国
"V0\

疫情正呈上升趋势#

"V0\

的流行已进入快速增长期'

$

(

#

3VZ

医源性职业暴露已成为全球

的公共卫生问题)研究表明#在各级医院职业损伤中#医*护*技

的损伤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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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员为
3VZ

职业暴露的高危人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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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VZ

职业暴露正严重威胁着护理人员

的健康安全#护士职业暴露后的心理压力更是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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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

通过查询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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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3VZ

职业暴露人员记录共

(%

例#其中护士
$I

例#均为临床护士#年龄
(+

"

)I

岁#其中
(

名护士发生
(

次以上针刺伤)

$I

例中#针刺伤
$%

例#黏膜及

皮肤暴露
(

例#其他原因损伤
$

例)暴露情况和暴露级别!三

级暴露
)

人#二级暴露
$$

人#一级暴露
&

人)职业暴露发生后

所有暴露者均采取了处理措施!对暴露部位创口及时进行消毒

处理%接受了专业人员对暴露危险程度评估#并在
(&L

内及时

服用药物进行暴露后的阻断预防)除
$

人因严重不良反应未

完成
(IG

疗程外#其余
$,

人服用药物达到规定的
(IG

疗程)

药物不良反应情况!

(

例出现血尿#肾功损害%

(

例出现全身皮

疹#

&

例出现皮肤巩膜轻度黄疸#肝功能轻度损害#所有暴露者

均有程度不等的胃肠道症状#如乏力*纳差*厌油*恶心*呕吐

等)通过
@5@

处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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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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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暴露人员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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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的临床医学观察#无
$

例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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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反应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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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反应
!

通过直接观察*自制问卷方法调查分析发现#

发生
3VZ

职业暴露后的心理反应情况大致可分为
)

个时期!

第
$

期!情绪激动期$暴露发生
)G

内&#暴露者普遍出现恐惧*

情绪激动*愤懑*失眠*否认*易激惹等心理反应#有人诉说暴露

发生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思维紊乱#不知所措%甚至无法控制情

绪*哭泣等)第
(

期!沉默期$职业暴露发生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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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情

绪逐渐转为焦虑*忧伤*预感性悲哀*失落*沉默少语)第
)

期!

接受期$暴露发生
$+G

后&#经过
$+G

左右的情绪动荡#暴露者

逐渐能够理性地面对发生的情况#采取认真*理智的配合态度#

完成
(IG

服药疗程)调查还发现#职业暴露发生后#暴露者家

人及存在高危暴露风险的护理同事$如
"V0\

病房工作的护

士&的心理也造成一定的冲击#产生潜在的心理危机感#要求院

方更换岗位或直接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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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分析
!

护理人员
3VZ

职业暴露后#由于职业的原

因#对
"V0\

相关知识的了解#明白目前全球没有药物根治#一

旦免疫力低下#发生机会性感染后难以控制#病死率极高%护士

经常接触
"V0\

患者#其受病痛折磨的状况难以让人接受#各

种伴随症状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同时亲人朋友的远离#经济的

窘迫#社会的歧视不可避免发生%更有一些患者选择在医院自

杀%护士大多为女性#担任着母亲*妻子*女儿的角色#万一不幸

被感染#不但要承受病痛#增加家庭经济负担#还不能很好为家

人尽责)这些因素加剧了焦虑发生的程度#使暴露者产生强烈

的心理危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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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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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倾听#情感支持
!

3VZ

暴露后及时给予心理支持十

分重要)针对不同个体的性格特征对压力事件的不同反应#有

针对性地展开反复*细致的心理疏导)特别在情绪激动期#暴

露者往往感到不知所措#紧张恐惧#对所发生的事件不能有清

醒的认识和理解#不自觉地给自己施加心理压力#使身心健康

受到严重影响)此时与其进行交流沟通#分析暴露情况#给予

关心与帮助#让其采取正确的途径和方式释放压力)同时#与

暴露者的家属取得联系#让其了解
3VZ

职业暴露相关情况#如

职业暴露感染
3VZ

的概率*服用
@5@

药物可能会发生的不良

反应#争取得到家属的理解配合#家人的体贴*同事*领导的关

心安慰可以使暴露者的情绪及早的恢复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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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对待
3VZ

职业暴露
!

对暴露者宣讲
3VZ

暴露相关

知识#正确认识职业暴露感染
3VZ

的情况#减少不必要的恐

惧#保持良好的心态#以应对可能发生的药物不良反应)尽管

3VZ

职业暴露后感染
3VZ

的危险因素是存在的#但护士通过

职业暴露感染
3VZ

的几率很低#受
3VZ

污染的锐器刺伤后感

染几 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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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 膜 接 触 暴 露 感 染
3VZ

的 概 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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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与暴露方式*暴露的具体部位及损伤程度%暴露源

种类和含有
3VZ

量%处理方法及处理经过#是否实施预防用

药*首次用药时间等有着重要关系%职业暴露后进行
@5@

可使

3VZ

感染率降低
,'U

#同时
@5@

具有保护作用#可减少
I$U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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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危险'

-

(

)有配偶者因此也不必过于紧张#但在

$

年的临床医学观察期内#应采取安全套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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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指导暴露者完成
@5@

全过程
!

职业暴露后及时进

行心理危机干预和咨询#有利于提高暴露人员用药的依从性#

而用药的依从性的好坏直接影响
3VZ

感染阻断效果)职业暴

露后预防处理过程中#暴露人员的生活与行为都要受到限制和

影响#及时提供帮助支持#指导暴露者坚持遵医嘱按时服药*定

期检测*随访药物不良反应等#有助于暴露人员成功完成
@5@

全过程)由于
@5@

药物毒性作用大#对于暴露风险评估极低

者#建议尽量选择不要用药)

B

!

讨
!!

论

3VZ

职业暴露发生后#特别是在情绪激动期#暴露者往往

情绪不稳#一方面医疗机构要求护士在服务过程中对患者关

心*热情#另一方面#过度的情绪工作则会造成员工情感失调乃

至职业倦怠'

,2I

(

#而在
@5@

全过程中因为各种因素#绝大多数

暴露者会发生比较严重的心理应激反应及药物不良反应#继续

工作可能影响效率#甚至出现差错事故)本研究在调查分析中

发现#

3VZ

职业暴露后#单位是否可以提供暴露者足够的带薪

休假时间#以应对心理应激反应及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同时

对工作在
"V0\

病房的护士在一定时间内予以科室轮转#提高

情绪工作能力#帮助护士有效地以应对职业倦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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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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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业暴露者相对宽松的从业条件#既体现人性$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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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度基础医学综合考试成绩

年度

对象

(++,

年

全体
军队

临床

军队

预检

地方

临床

(++I

年

全体
军队

临床

军队

预检

地方

临床

八年制

临床

(++'

年

全体
军队

临床

军队

预检

地方

临床

(+$+

年

全体
军队

临床

军队

预检

地方

临床

八年制

临床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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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的问题!提高教学投入一定会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成

绩#但是如何能够形成长效机制来可持续发展地进行+ $

&

&从

考试所含
'

门课程的成绩来看$本文未提供详细数据&#对于间

隔时间较长*内容的知识点比较多而且逻辑相关性不够强#或

者本身难点较多的课程#考试的成绩相对较差)当然#试卷本

身也还存在着值得进一步认真推敲的细节问题)以上提到的

四方面带有规律性的问题#都是得到一定程度共识的#也是和

教学过程的其它诸多表征相吻合的)概括起来就是!日益完善

的基础医学综合考试的模式正在越来越好地发挥着教学的导

向和督查作用#但是由于机制的形成时间还比较短#对于学生

的不同基础*课程的不同特点*教学投入的不同分配*教育发展

的不同要求所带来的诸多显性和隐性问题的不断解决尚未形

成行之有效的长效机制)这可能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的重要工

作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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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体会
!

$

$

&要提高师生对基础医学综合考试作用的

认识#以这样的平台#促进学生对基础医学课程的再学习*再内

化*再综合#为专业学习提供更为扎实的基础)目前看来#专门

提供复习准备时间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取的)下一步考虑将

考试课程的学科网站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撑和服务#把复习巩固

日常化)$

(

&要提高基础医学综合考试对学生整体学习成效评

价中的权重#强化激励作用的发挥)目前看来#基础医学综合

考试是学生考核范围最广*形式最规范公正*客观投入量最大

的一种考试#应对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给予奖励性的特殊措

施#进一步增强成绩较好学生的学习动力)$

)

&强化因材施教

责任制#对于基础医学主干课程学习有困难的个体和群体#要

负责到底#不能只管教不管学#课上完*考试完#就交差了)不

仅要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对他们进行动态跟踪*适时帮助#还要

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平台#以及学生参加综合考试的适合时机做

一些补救性或强化性的教学工作#要从教学管理层面上出台与

教师工作量相适配的措施和制度)

通过
&

年多的探索与实践#基础医学综合考试对确保本校

人才培养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也面临一些需要解决的

问题)例如基础医学综合考试这一举措是否加大了学生的学

习负担%对教学计划是否存在一定的冲击%学生成绩是否会因

为复习备考时间不够充分而受到影响%综合考试是否能很好地

达到原定目标等等#都有待进一步的实践证明#现行的措施也

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尽管目前尚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

但医学生下临床教学医院进行医学专业课程教学前#开展基础

医学综合考试是必要的)实施基础医学综合考试势在必行#此

项举措对推进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

也为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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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管理又利于更好地开展护理工作#有待管理者的思考)

尽管护士通过职业暴露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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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率较低#但感染

3VZ

的危险因素是存在的#护士在发生
"V0\

职业暴露后的心

理危机仍然是不容忽视的#在
@5@

的同时进行有效的心理干

预#提供咨询帮助#采取相应措施#可以降低不良情绪反应#减

轻职业倦怠#缓解护士职业压力#对于促进护士身心健康和护

理队伍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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