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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职业暴露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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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１．医务科；２．院感科　４０００３６）

　　摘　要：目的　探讨重庆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职业暴露人群的流行病学特征，为避免和减少 ＨＩＶ职业暴露提供科学

依据。方法　通过对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在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就诊的所有 ＨＩＶ职业暴露人群的档案资料进行归类整理，

采用统计学方法对人群的年龄、性别、职业、地区、暴露途径、暴露程度等分布特征进行描述。结果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 ＨＩＶ职业暴

露共１３５例，主要发生在主城区以外的医疗卫生机构（７４．８１％），以护士（５７．０４％）和医师（３３．３３％）为主，２１～３０岁（５１．８５％）、

３１～４０岁（３３．３３％）为 ＨＩＶ 职业暴露发生较多的年龄段，暴露途径以锐器伤为主（９２．５９％），暴露程度主要为二级暴露

（６９．６３％）。结论　重庆市 ＨＩＶ职业暴露流行情况总体趋势平稳，主城区外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完善管理体系、加强培训、落实标

准预防原则，减少 ＨＩＶ职业暴露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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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从１９８３年报道了首例职业性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ＨＩＶ）感染，这引起了全球各国的重视
［１］。随着艾滋病在中国

进入广泛流行期，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２］，医务人员将

越来越频繁地接触 ＨＩＶ感染者／艾滋病患者，从而发生 ＨＩＶ

职业暴露的概率也随之增加。ＨＩＶ职业暴露是指卫生保健人

员在职业工作中与 ＨＩＶ感染者的血液、组织或其他体液等接

触而具有感染 ＨＩＶ的风险
［３］。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是重庆市惟一的 ＨＩＶ职业暴露安全药物储备库所在地，负责

重庆市 ＨＩＶ职业暴露咨询、评估与处置工作。为明确重庆市

ＨＩＶ职业暴露人群的流行病学特点，从而为避免和减少 ＨＩＶ

职业暴露提供科学依据，现对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在本中心进行

ＨＩＶ职业暴露评估与处置的１３５例人员的档案资料进行回顾

性分析，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筛查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到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

救治中心就诊的 ＨＩＶ暴露人员的档案资料，排除非职业暴露

人员，将职业暴露人员的资料归类整理，采用统计学方法对该

组人员的年龄、性别、职业、地区、暴露方式、暴露程度等分布特

征进行描述。

１．２　方法　用Ｅｘｃｅｌ和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

理。

２　结　　果

２．１　总例数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 ＨＩＶ职业暴露人员共１３５例。

２．２　时间分布　２００９年３９例，２０１０年３２例，２０１１年３４例，

２０１２年３０例，４年来略呈下降趋势。

２．３　地区分布　重庆市主城区医疗机构３４例（２５．１９％），主

城区外的医疗卫生机构１０１例（７４．８１％）。

２．４　人群分布

２．４．１　性别及年龄特征　男３２例，占２３．７０％；女１０３例，占

７６．３０％，男女比例为１∶３．２２，女性明显高于男性。年龄分

布：２０岁及以下３例（２．２２％），２１～３０岁７０例（５１．８５％），３１

～４０岁４５例（３３．３３％），４１～５０岁１３例（９．６４％），５１～６０岁

４例（２．９６％），年龄最小的１８岁，最大的５８岁，平均年龄

（２８．７±３．８）岁，结果显示以青年女性居多。

４２０３ 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９月第４２卷第２５期



２．４．２　职业分布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重庆市 ＨＩＶ职业暴露的分

布为，护士７７例（５７．０４％），医师４５例（３３．３３％），检验人员９

例（６．６７％），保洁人员４例（２．９６％）。

２．５　暴露途径　锐器伤１２５例（９２．５９％），其中，各种针刺伤

９６例（７１．１１％），手术刀划伤２９例（２１．４８％）；接触不完整皮

肤或黏膜１０例（７．４１％），提示暴露途径最为普遍的是锐器伤。

２．６　暴露程度　根据《艾滋病诊疗指南（２０１１版）》中对 ＨＩＶ

职业暴露程度的分级标准［３］，本组样本中一级暴露１０例

（７．４１％），二 级 暴 露 ９４ 例 （６９．６３％），三 级 暴 露 ３１ 例

（２２．９６％），结果显示主要以二级暴露为主。

３　讨　　论

经过本次调查分析，可以得出重庆市 ＨＩＶ职业暴露近４

年的流行病学特征如下：（１）总体态势平稳，略呈下降趋势；（２）

主要发生在主城区以外的医疗卫生机构；（３）以年轻护士和医

师为主；（４）暴露途径以锐器伤为主，暴露程度多为二级暴露。

查阅近５年的相关文献，全国及其他省市尚无 ＨＩＶ职业暴露

流行状况的研究报道。

主城区外的医疗卫生机构的 ＨＩＶ职业暴露占大多数，这

与当地医疗机构管理体系不健全、培训不到位、医护人员未遵

循标准预防原则密切相关。标准预防是针对医院所有患者和

医务人员采取的一组预防感染措施［４］，对医护人员避免 ＨＩＶ

职业暴露非常关键，因为中国目前还有大约５６％的感染者尚

未被发现［５］，加上不少感染者因为害怕受到歧视而隐瞒自己的

病情，医护人员在临床工作中更多面对的是潜在的传染源［６］，

这类传染源常常没有引起医护人员思想上的重视，加上标准预

防给临床操作增加不便、防护用品难以收取患者费用等因素，

导致主城区外的医疗卫生机构医护人员在临床实践操作中采

取标准预防的比较少，从而发生职业暴露的比例较大。

锐器伤是医务人员最常见的一种职业损伤［７］，是使医护人

员受血源性病原体感染的重要途径［８］。医务人员锐器损伤率

由高到低依次为护士、医师、检验人员，工作年限越短，职称越

低发生职业暴露的概率越高［９１０］。本次调查结果与文献报道

情况基本相符，分析原因除了上述提到的未遵循标准预防原则

外，还与年轻医护人员意识薄弱、经验不足、操作不娴熟、工作

压力大导致短暂性注意力不集中等因素有关。

因此，根据本次调查结果，建议主城外的医疗卫生机构完

善管理体系，加强医务人员尤其是年轻医护人员的 ＨＩＶ职业

暴露的相关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强化“标准预防”理念，落实“标

准预防”措施。其次，建立预防锐器伤的管理组织与监控制

度［１１］，完善操作规程，规范操作行为，减少锐器伤的发生。此

外，保洁人员发生 ＨＩＶ职业暴露说明还需要加强医疗废弃物

的管理及防范培训。

本次调查的样本来源于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其

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显示重庆市 ＨＩＶ职业暴露的流行病学

特征，但是，不是每例 ＨＩＶ职业暴露人员都到本中心就诊，因

此，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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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版）［Ｊ］．中华传染病杂志，２０１１，２９（１０）：６２９６４０．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院隔离技术规范［Ｊ］．中华医

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０９，１９（１３）：４８．

［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

组织．２０１１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估计［Ｊ］．中国艾滋病性病，

２０１２，１８（１）：１５．

［６］ 赵景芳，高刃，王克荣，等．手术相关 ＨＩＶ职业暴露的预

防处理及对减轻艾滋病医疗歧视的意义［Ｊ］．中国性科

学，２０１２，２１（８）：５８６０．

［７］ 佟亚宏．临床护士被锐器刺伤的危害及对策［Ｊ］．中华全

科医学，２０１１，９（１２）：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８］ 黄慧玲．医护人员锐器伤害与控制的研究进展［Ｊ］．齐齐

哈尔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３３（１３）：１７８７１７８８．

［９］ 任秋惠，刘晓红，辛敏中．医务人员锐器损伤调查分析及

管理机制探讨［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１７１７１７１８．

［１０］江爱英，阎丽，陈卫平．医务人员锐器伤的分析与防护对

策［Ｊ］．中国医学创新，２０１２，９（２５）：１４３１４４．

［１１］徐文珍．临床护士锐器伤的分析与防护措施［Ｊ］．中华医

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０８，１８（７）：１００４１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１０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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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郑波，吕媛，王珊，２０１０年度卫生部全国细菌耐药监测报

告：革兰阳性球菌监测［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１，

２１（２４）：５１２８５１３２．

［９］ 孙宏莉，王辉，陈民均，等．２００８年中国十二家教学医院革

兰阳性球菌耐药性研究［Ｊ］．中华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０，３３

（３）：２２４２３０．

［１０］王贺，徐英春，谢秀丽，等．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同源性及

耐药机制分析［Ｊ］．中华医学科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３０（５）：

５２１５２４．

［１１］ＸｉＺ，ＺｈｅｎｇＢ，ＷａｎｇＳ，ｅｔａｌ．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ｔｒａｉｎｓｏｆｖａｎｃｏｍｙｃ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Ｅｎ

ｔ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ｆａｅｃｉｕｍｆｒｏｍａ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ｕｎｉｔ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Ｊ］．ＣｈｉｎＪＨｏｓｐＩｎｆｅｃ，２０１０，７２（２）：１４７１５４．

［１２］ＯｚｏｒｏｗｓｋｉＴ，ＫａｗａｌｅｃＭ，Ｚａｌｅｓｋａ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ａｎ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ｖａｎｃｏｍｙｃ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

ｅｎｔｅｒｏｃｏｃｃｉ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ａｈｅｍａｔｏｌｏ

ｇｙｕｎｉｔ［Ｊ］．ＰｏｌＡｒｏｂＭｅｄＷｅｗｍ，２００９，１１９（１１）：７１２

７１８．

［１３］陈民均．细菌耐药性监测的前景［Ｊ］．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２００８，３１（６）：６０５．

［１４］严立，罗鹏，夏云，等．１１３９４例住院患者呼吸道病原菌的

分布及耐药性分析［Ｊ］．重庆医学，２０１１，４０（３）：２３４２３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１０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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