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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３６所医院医务人员职业暴露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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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重庆市医院感染控制中心，重庆４０００４２）

　　摘　要：目的　了解重庆地区医务人员职业暴露现况，探讨防范对策。方法　对２０１１年５月１日至９月３０日参与调查的３６

所医院医务人员发生的职业暴露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本次调查共发生职业暴露５５４例，其中锐器伤４５６例，血液、体液暴露９８

例。二级医院比三级医院更易发生职业暴露；人群分布以护士为主，占总数的６７．６９％，发生地点主要在病房（４１．５２％）。锐器伤

最常发生在锐器的使用后、处置前；血液、体液暴露中３７．７６％发生在面部。结论　本地区医院对职业暴露重视程度不够，建立、

健全相关制度，落实防护措施，加大经济投入，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医务人员意识，有利于提高职业暴露上报率和保证医务人员的

职业安全。

关键词：职业暴露；创伤，刺戳；血液；体液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４．１３．０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４）１３１６０６０２

犐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犻狅狀狅狀狅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犪犾犲狓狆狅狊狌狉犲狅犳犕犲犱犻犮犪犾狊狋犪犳犳狊犻狀３６犆犺狅狀犵狇犻狀犵犺狅狊狆犻狋犪犾狊

犉犪狀犵犙犻狀犵狔狅狀犵，犔犻狌犇犻狀犵△，犆犺犲狀犘犻狀犵，犠犪狀犵犣犺犲狀犵，犖犪狀犔犻狀犵，犆犺犲狀犵犢犪狅，犠犪狀犵犎犪狅，犎狌犪狀犵犙犻狀犵狀犻狀犵

（犛狌狉犵犻犮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犇犪狆犻狀犵犎狅狊狆犻狋犪犾，狋犺犲犜犺犻狉犱犕犻犾犻狋犪狉狔犕犲犱犻犮犪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犆犺狅狀犵狇犻狀犵犆犲狀狋犲狉犳狅狉犎狅狊狆犻狋犪犾犐狀犳犲犮狋犻狅狀犆狅狀狋狉狅犾，犆犺狅狀犵狇犻狀犵４０００４２，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ａｆｆｓｉ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ａｒｅａ，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犕犲狋犺狅犱狊　Ｔｈｅ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ａｆｆ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３６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ｆｒｏｍ

Ｍａｙ１ｓｔ，２０１１ｔｏ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３０ｔｈｗｅｒｅｃｏｕｎｔ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犚犲狊狌犾狋狊　５５４ｃａｓｅｓｏｆ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ｃｌｕ

ｄｉｎｇ４５６ｃａｓｅｓｏｆｓｈａｒｐ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ａｎｄ９８ｃａｓｅｓｏｆ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ｏｂｌｏｏｄａｎｄｂｏｄｙｆｌｕｉｄｓ．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ｗｅｒｅｍｏｒｅ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ｔｏ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ｈａｎｔｈｅ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ｎｕｒｓｅｓ（６７．６９％），ａｎｄ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ｒｉｓｋ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ｗａｒｄｓ（４１．５２％）．Ｔｈｅｍｏｍｅｎｔｗｈｅｎｓｈａｒｐ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ｗａｓｐｏｓｔｕｓａｇｅ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ｓｐｏｓａｌ．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ｏｂｌｏｏｄａｎｄｂｏｄｙｆｌｕｉｄｓｏｎｆａｃｅｗａｓ３７．７６％．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ｍｅａｎ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ｎ

ｄｕｃｔｅｄ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ａｆｆｓｉ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ａｒｅａａｎ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ｒｅｐｏｒｔｒａｔｅ，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ａｆｆ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ｗｏｕｎｄｓ，ｓｔａｂ；ｂｌｏｏｄ；ｂｏｄｙｆｌｕｉｄｓ

　　医务人员常常因锐器伤或血液、体液溅射造成职业暴露，

这不仅导致医务人员的身体伤害，同时也造成心理上的创

伤［１２］。为了解重庆地区医务人员职业暴露情况，重庆市医院

感染控制中心于２０１１年５～９月对全市３６所医院进行职业暴

露调查，为制订职业防护措施提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以２０１１年５月１日至９月３０日，重庆市３６

所医院发生的职业暴露的医务人员作为调查对象。

１．２　方法　调查前，重庆市医院感染控制中心对被监测单位

进行职业暴露的报告、登记和处理流程培训，被监测单位将调

查期间内发生的职业暴露案例进行收集并输入ＥＰＩＮｅｔ软件，

内容包括暴露者一般情况、工作类别、暴露时间、暴露地点、暴

露经过、暴露源、暴露部位等，最后将统计结果上报感控中心进

行汇总分析。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以狓±狊表示，采用狋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
２ 检

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不同类别医院职业暴露发生情况　本次调查３６所医院

共发生职业暴露５５４例，其中，二级医院比三级医院更易发生

职业暴露（狋＝２．４７，犘＜０．０５）；教学医院与非教学医院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狋＝１．２３，犘＞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医院职业暴露发生情况

项目 分组
医院

（个）

床位

（张）

职业暴露

（狀）

平均例次

（狀／百床／年）
狋 犘

医院级别 二级 ２２ １２０６０ ３７３ ８．０３ ２．４７ ０．０２

三级 １４ １４３８４ １８１ ３．８５

医院类别 教学 ２４ １８６７７ ３６３ ５．６４ １．２３ ０．２３

非教学 １２ ７７６７ １９１ ４．０７

２．２　职业暴露的人群　调查的５５４例职业暴露以护士为主，

占６７．６９％，不同人群职业暴露类型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２＝２３．３１，犘＜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职业暴露的地点分布　职业暴露主要发生在病房，占

４１．５０％，其次是手术室，见表３。

２．４　锐器伤发生的时机　４５６例锐器伤暴露者中，使用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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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心理咨询，开展健康教育，提供合理膳食，保障营养状况，提

供充分的休息时间，进行紧张管理培训，增强个人对职业紧张

的应对能力［１３］，也可以有效降低不良紧张反应；此外，多参加

娱乐休闲活动（如跳舞、唱歌等），增强自我保健意识，加强身体

锻炼（如跑步、爬山、游泳等），或通过按摩等方式降低躯体紧

张，都能有效降低职业紧张。总之，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倒班工

人的职业紧张水平，增强其应对能力，对于提高工人的工作和

生活质量、增强企业经济和社会效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１］ 兰亚佳．工作场所的职业紧张与控制［Ｊ］．现代预防医学，

２００６，３３（２）：２５５２５６．

［２］ 李健，兰亚佳，王治明，等．职业紧张量表（ＯＳＩＲ）信度与

效度验证［Ｊ］．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２００１，１９（３）：

１９０１９３．

［３］ 杨新伟，刘泽军，庞星火，等．中国西南地区职业紧张常模

及分级标准［Ｊ］．中国心理卫生杂志，２００７，２１（４）：２３３

２３６．

［４］ＣａｃｉａｒｉＴ，ＴｏｍｅｉＧ，ＤｅＳｉｏＳ，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ｍｅ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ｒｉｓｋ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ｅｘ

ｐｏｓｅｄｔｏｎｉｇｈｔｗｏｒｋ［Ｊ］．ＡｎｎＩｇ，２０１３，２５（１）：２３３０．

［５］ 王雅丽，叶圣权，张越，等．倒班制护士职业应激表现及一

般自我效能感评分［Ｊ］．武警后勤学院学报：医学版，

２０１２，２１（９）：７０２７０４．

［６］ ＫａｌｉｔｅｒｎａＬＬ，ＰｒｉｚｍｉｃＬＺ，Ｚｇａｎｅｃ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Ｌｉｆ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ｎｓｈｉｆｔａｎｄｎｏｎｓｈｉｆｔｗｏｒｋｅｒｓ

［Ｊ］．ＲｅｖＳａｕｄ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２００４，３８Ｓｕｐｐｌ：３１０．

［７］ 杨新伟，王治明，金泰訥．西南地区不同性别、学历、年龄、

工龄人群职业紧张比较［Ｊ］．卫生研究，２００６，３５（３）：２６８

２７１．

［８］ 王晓成，吴燕萍，郭支喜，等．煤矿接尘工人职业紧张研究

［Ｊ］．中国职业医学，２０１２，３９（２）：１４３１４５．

［９］ ＭｏｈｅｂｂｉＩ，ＳｈａｔｅｒｉＫ，Ｓｅｙｅｄ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ｚａｄＭ．Ｔｈｅ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ｈｉｆ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ｗｉｔｈｄａｙｗｏｒｋｅｒｓ［Ｊ］．ＩｎｔＪＯｃｃｕｐＭｅｄＥｎｖｉｒ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２，２５（４）：３８３３９１．

［１０］ＦｉａｂａｎｅＥ，ＧｉｏｒｇｉＩ，ＭｕｓｉａｎＤ，ｅｔａｌ．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ｊｏｂ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ｓｔａｆｆｉｎ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ｕ

ｎｉｔｓ［Ｊ］．ＭｅｄＬａｖ，２０１３，１０３（６）：４８２４９２．

［１１］ＡｄｉｂＨａｊｂａｇｈｅｒｙＭ，ＫｈａｍｅｃｈｉａｎＭ，ＡｌａｖｉＮＭ．Ｎｕｒｓｅ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

ｔｏｒｓ：Ａ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Ｊ］．ＩｒａｎＪＮｕｒｓＭｉｄｗｉｆｅｒｙＲｅｓ，

２０１２，１７（５）：３５２３５９．

［１２］ＢａｋｈｔｉａｒｉＳ，ＭｅｈｒａｂｉＴ，ＨａｓａｎｚａｄｅｈＡ．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ｒｏｏｍｓｔａｆｆｓｉ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Ｉｓｆａ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ｏｍ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Ｊ］．ＩｒａｎＪ

ＮｕｒｓＭｉｄｗｉｆｅｒｙＲｅｓ，２０１３，１８（２）：１０１１０４．

［１３］李志新，刘兆炜．职业紧张与健康的研究现状［Ｊ］．预防医

学情报杂志，２００７，２３（３）：３０１３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１１０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２２５）

（上接第１６０７页）

　　 ＴｈｅｅｐｉｎｅｔｄａｔａｏｆｆｏｕｒＩｎｄｉａ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ｏｎ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ｗｏｒｋｅｒｓｔｏｂｌｏｏｄａｎｄｂｏｄｙｆｌｕｉｄ：ａ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ｒ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ＩｎｄｉａｎＪＭｅｄＳｃｉ，

２０１０，６４（１２）：５４０５４８．

［４］ 易宜芳，李映兰．临床护士针刺伤及针刺伤低报告现象的

原因综述［Ｊ］．中华护理杂志，２００９，４４（２）：１８２１８４．

［５］ 索瑶，范珊红，高晓东．陕西省１１所医院医务人员锐器伤

调查与分析［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１，２１（１２）：

２５０５２５０７．

［６］ ＳｈｉａｏＪＳ，ＭａｒｙＬｏｕｉｓｅＭ，ＭｉｎｇＨｓｉｕＬ，ｅｔ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ＰＩＮｅｔａｎｄｒｅｃａｌｌｒａｔｅｓｆｏｒ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ａｎｅｐｉ

ｄｅｍｉｃ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ｄｅｒ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Ｔａｉｗａｎ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Ｊ］．ＪＯｃｃｕｐ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９，５１（２）：１３２１３６．

［７］ 高晓东，胡必杰，王文娟，等．上海市７０所医院医务人员

锐器伤情况分析［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０

（１２）：１７１３１７１４，１７３２．

［８］ＤｏｅｂｂｅｌｉｎｇＢＮ，ＶａｕｇｈｎＴＥ，ＭｃｃｏｙＫＤ，ｅｔａｌ．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

ｏｕｓｉｎｊｕｒｙ，ｂｌｏｏｄ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ａｎｄ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ｐｒｅ

ｃａｕ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ａｓｅ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ｓｔｉｌｌａｔ

ｒｉｓｋ？［Ｊ］．Ｃｌｉｎ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０３，３７（８）：１００６１０１３．

［９］ 蒋春涛，林霄，李懿．医务人员职业暴露的监测分析与风

险防范［Ｊ］．重庆医学，２０１１，４０（３６）：３６６８３６７０．

［１０］ＡｌａｍｇｉｒＨ，ＣｖｉｔｋｏｖｉｃｈＹ，ＡｓｔｒａｋｉａｎａｋｉｓＧ，ｅｔａｌ．Ｎｅｅｄｌｅ

ｓｔｉｃｋ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ｂｌｏｏｄａｎｄｂｏｄｙｆｌｕｉｄ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ｓ

ａｍｏ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ｗｏｒｋｅｒｓｉｎ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Ｃａｎａｄａ

［Ｊ］．Ａｍ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０８，３６（１）：１２２１．

［１１］ＷａｎｇＨＱ，ＺｈａｎｇＭ，ＬｉＴ，ｅｔａｌ．Ａｐｏｏｌ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ｏｃ

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ｈａｒｐｉｎｊｕｒｙ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ｎｕｒｓ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ＬａｏＤｏｎｇ ＷｅｉＳｈｅｎｇＺｈｉＹｅＢｉｎｇＺａＺｈｉ，

２００９，２７（２）：６５７０．

［１２］田青，吕婕，李蕾．１３２０名医务人员锐器伤现状调查分析

［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２（１２）：２５９１２５９３．

［１３］徐世兰，吴西亿，饶莉，等．８４０例医务人员锐器伤现状调

查［Ｊ］．中国循证医学杂志，２０１１，１１（６）：６３６６３９．

［１４］陈小燕，徐春丽，陈倩，等．１５６名医务人员职业暴露调查

分析及管理对策［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１，２１（７）：

１３９０１３９２．

［１５］ＺｈａｎｇＭ，ＷａｎｇＨ，ＭｉａｏＪ，ｅｔａｌ．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ｂｌｏｏｄａｎｄｂｏｄｙｆｌｕｉｄｓａｍｏ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ｗｏｒｋｅｒｓｉｎ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ｈｉｎａ［Ｊ］．ＡｍＪＩｎｄＭｅｄ，２００９，５２（２）：

８９９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１０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２２５）

０１６１ 重庆医学２０１４年５月第４３卷第１３期



后、处理前的暴露最多为１２５例，占２７．４１％，其次为使用锐器

过程中９３例，占２０．３９％，见表４。

表２　　职业暴露的人群分布构成［狀（％）］

职业 锐器伤 血液、体液 合计

医师 １０４（１８．７７） ３８（６．８６） １４２（２５．６３）

护士 ３２８（５９．２０） ４７（８．４８） ３７５（６７．６９）

技术员 １２（２．１７） ８（１．４５） ２０（３．６１）

其他 １２（２．１７） ５（０．９０） １７（３．０７）

合计 ４５６（８２．３１） ９８（１７．６９） ５５４（１００．００）

表３　　职业暴露的地点分布构成［狀（％）］

地点 锐器伤 血液、体液 合计

病房 １８４（３３．２１） ４６（８．３１） ２３０（４１．５２）

治疗室／处置室 ９２（１６．６１） １１（１．９９） １０３（１８．５９）

手术室 ８９（１６．０６） ２４（４．３３） １１３（２０．４０）

门急诊 ３０（５．４２） ５（０．９０） ３５（６．３２）

实验室 １０（１．８１） １（０．１８） １１（１．９９）

血透室 ７（１．２６） ０（０．００） ７（１．２６）

重症监护病房 １９（３．４３） ２（０．３６） ２１（３．７９）

产房 １２（２．１７） ４（０．７２） １６（２．８９）

供应室 ４（０．７２） ０（０．００） ４（０．７２）

其他 ６１（１１．０１） １２（２．１７） ７３（１３．１８）

合计 ４５６（８２．３１） ９８（１７．６９） ５５４（１００．００）

表４　　锐器伤发生时机分布构成

时机 狀 构成比（％）

锐器使用后、处理前 １２５ ２７．４１

使用锐器过程中 ９３ ２０．３９

传递锐器时 ５１ １１．１８

拔出或拆卸器械时 ４３ ９．４３

针头回帽时 ３８ ８．３３

被随意丢弃的锐器刺伤 ３２ ７．０２

将锐器放入利器盒时 ２７ ５．９２

使用锐器前 １２ ２．６４

其他 ３５ ７．６８

合计 ４５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５　职业暴露的主要部位　本次调查，锐器伤主要发生在上

肢，占９８．０３％（４４７／４５６），下肢１．９７％（９／４５６）；血液、体液暴

露主要为上肢，占５９．１８％（５８／９８），面部占３７．７６％（３７／９８），

下肢３．０６％（３／９８）。

２．６　锐器的主要类型　锐器伤的６１．６２％（２８１／４５６）由注射

器、输液器或独立针头引起，２６．１０％（１１９／４５６）由缝合针、手术

刀、头皮钢针引起。

２．７　锐器伤个人防护情况　锐器伤中，６６．０８％（３０１／４５６）未

戴手套，３０．６８％（１４０／４５６）戴单层手套，３．２４％（１５／４５６）戴双

层手套。

３　讨　　论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二级医院比三级医院更易发生职业暴

露，反映出基层医院职业防护措施的不到位，工作人员的意识

较差，容易发生职业暴露。５５４例职业暴露中，锐器伤比血液、

体液暴露高，这可能是因为锐器接触机会多，医院感染控制人

员更多的对锐器伤危害的宣传与报道，造成医务人员对锐器伤

更敏感，而忽视对血液、体液暴露的上报［３］。中国职业暴露的

上报率普遍较低，陕西省锐器伤的上报率为３．１２％，台湾地区

锐器伤的上报率３．６１％，是实际发生率（１７．００％）的１／５，而美

国自１９９１年规定并采用ＥＰＩＮｅｔ对职业暴露进行管理以来，上

报率已达到５０％，说明中国职业暴露漏报现象严重，对职业暴

露重视程度不够，亟需制订并落实相关的规章制度，加强培训，

普及职业防护知识，建立和健全职业暴露的上报和防护流程，

提高上报率，降低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职业损伤［４８］。

职业暴露以护士发生率最高，与国内外报道一致，可能与

护士工作性质有关，护士日常操作多，职业暴露风险大，并且护

士职业防护意识强，更愿意上报职业暴露［９１２］。发生地点以病

房为主，其次是手术室、治疗室／处置室，与徐世兰等［１３］报道一

致。锐器类型以注射器、输液器和独立针头为主，其次是缝合

针、手术刀、头皮钢针，注射器、输液器和独立针头都属于中空

的锐器，诊疗操作后，常常带有血液，易造成血源性疾病感染，

而缝合针、手术刀、头皮钢针作为手术室最常用的手术器械，接

触频率高，职业暴露的风险大，是手术室医护人员锐器伤发生

率较高的原因之一［１４１５］。锐器伤最常发生在使用后、处理前，

这可能与医务人员在使用后立即着手下一步诊疗操作而忽视

对锐器的正规处置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锐器伤中，针头回帽

时发生锐器伤的比例为８．３３％，被随意丢弃的锐器刺伤发生

率为７．０２％，其中，６６．０８％未戴手套；血液、体液暴露中，有

３７．７６％为面部的暴露，说明本地区部分医院未配足相关设施

或医务人员不习惯或无意识使用防护设备，所以，应加大职业

防护投入、使用硬质的锐器盒、规范锐器处置流程、禁止双手回

帽等合理措施，以降低职业暴露的风险。

职业暴露严重影响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本地区对职业暴

露重视程度不够，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落实防护措施，加大经

济投入，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医务人员意识，有利提高职业暴露

上报率和保证医护人员的职业安全。

志谢：感谢参与本次调查的３６所医院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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