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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监测数据和回顾性调查分析的医务人员针刺伤特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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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基于监测数据和回顾性调查分析医务人员职业性针刺伤发生现状及特点%方法
!

收集整理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该院各科室上报的职业暴露案例资料!采用自行设计的+职业性锐器伤调查问卷,于
!%+'

年
)

月
+a+"

日

收集调查对象锐器刺伤情况!采用
H7HH!%&%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监测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医务人员职业性针刺伤发生率

为
++&,,$

!遭遇针刺伤的医务人员性别以女性为主!年龄以
!"

岁以下居多!工种以护士及实习护士为主#回顾性调查结果发现!

))&")$

的医务人员在同时段遭遇过针刺伤!男&女医务人员发生针刺伤风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b!&!''

!

"b%&+(!

$!

!"

!#

)%

岁年龄组发生风险最高!护士针刺伤发生率
)*&)%$

!医生发生率
)(&"%$

%结论
!

当前医务人员尤其是医生遭遇职业性针刺伤

后上报意识亟待加强!医生同样也是职业性针刺伤的高风险人群%

"关键词#

!

针刺伤#职业暴露#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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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伤一直是威胁着医务人员生命健康和执业安全的重

要因素&

+

'

)常为暴露者带来极大的精神心理压力&

!

'

)也为医疗

卫生机构和暴露者带来沉重经济负担&

(

'

(由于数据来源不同)

各研究报道的医务人员针刺伤发生率差异较大(在美国)基于

监测数据分析的研究报道的针刺伤年发生率多在
!+

!

+%(

次*

千人)而基于回顾性调查数据的研究报道的发生率则在
'+%

!

',)

次*千人&

)

'

(国内报道的针刺伤发生率也有较大差异&

"1'

'

(

本研究通过结合监测数据分析及回顾性调查研究的方法)对本

院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医务人员遭遇针刺伤

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旨在了解医务人员针刺伤发生现状及特

点)以便为下一步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提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针刺伤监测数据来源于各临床科室上报的

.职业暴露上报表/)经整理共纳入
+#)

例进入分析)

!%++a

!%+"

年分别为
+'

#

!*

#

("

#

))

#

",

例)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例(回顾性调查研究于
!%+'

年
)

月
+a+"

日随机选取

全院各临床科室医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

份)

回收问卷
'(*

份)回收率
#*&%%$

)经整理剔除不合格问卷后)

共纳入
'+(

份问卷进入本次分析)包括男
+!#

名)女
)*)

名%医

生
!%%

名)护士
(,'

名)实习护士
(!

名)技师
"

名(

=&>

!

方法

=&>&=

!

监测数据收集
!

整理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本院预防保健科收集的.职业暴露上报表/及相关化验

单)所有.职业暴露上报表/均经科室负责人签字确认)剔除数

据不完整案例后)将暴露方式为+针刺,"即被输液针#穿刺针等

各类医疗针头刺破皮肤造成的损伤$的案例全部纳入分析(暴

露源疾病情况以提交的输血前检查报告单为准)无法提供输血

前检查报告单的均按+感染状况不详,处理(

=&>&>

!

回顾性调查研究
!

于
!%+'

年
)

月
+a+"

日)由事先经

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利用临床科室晨会)以每隔
!

人发放一份

问卷的方式)随机选取
+

*

(

的医护人员作为被调查对象(利用

自行设计的.职业性锐器伤调查问卷/收集调查对象同时间段

锐器刺伤情况)包括锐器种类#刺伤环节#造成锐器刺伤的可能

原因#是否及时报告#未及时报告的原因#伤口局部处理情况以

及暴露源疾病情况等信息)问卷填写方式为自填(所有问卷经

整理后采用双录入的方式录入
0

>

BT2K2(&+

数据库(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7HH!%&%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

资料采用率和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职业性针刺伤发生率
!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本院共收集职业性针刺伤案例
+#)

例)涉及医务人员
+#%

例)职业性针刺伤发生率
++&,,$

"

+#%

*

+'+)

$%而在
!%+'

年
)

月
+a+"

日回顾性调查结果显示)在
'+(

名被调查对象中)有

!,(

名医务人员表示在同时间段曾遭遇过职业性针刺伤)职业

性针刺伤发生率
))&")$

"

!,(

*

'+(

$(

>&>

!

暴露者基本特征分析

>&>&=

!

性别分布
!

监测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

名遭遇职业

性针刺伤的医务人员性别以女性为主)占
*+&"*$

%回顾性调

查结果显示)男#女医务人员职业性针刺伤发生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b!&!''

)

"b%&+(!

$)见表
+

(

>&>&>

!

年龄分布
!

监测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遭遇职业性针刺

伤的
+#%

名医务人员年龄以
!"

岁以下居多)占
"*&#"$

%其次

是
!"

!#

)%

岁年龄段)占
("&!'$

%回顾性调查结果显示)年

龄在
!"

!#

)%

岁的医务人员职业性针刺伤发生风险最高)其

次是年龄
!"

岁以下的医务人员"

!

!

b++&,#!

)

"b%&%%(

$)见

表
+

(

>&>&!

!

工种分布
!

监测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遭遇职业性针刺

伤的
+#%

名医务人员工种以护士及实习护士为主)合计占

,(&+"$

(回顾性调查结果表明)护士职业性针刺伤发生率最

高)为
)*&)%$

)其次是医生)发生率为
)(&"%$

)见表
+

(

表
+

!!

暴露者基本特征

项目

监测数据针

刺伤发生人数

"

!b+#%

$

回顾性调查"

!b'+(

$

总人数

"

!

$

针刺伤发生率

&

!

"

$

$'

!

!

"

性别
!&!'' %&+(!

!

男
(" +!# '"

"

"%&(#

$

!

女
+"" )*) !%*

"

)!&#*

$

年龄"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种
!*&(%"

#

%&%+

!

护士
*( (,' +*!

"

)*&)%

$

!

实习护士
"' (! (

"

#&(*

$

!

医生
(* !%% *,

"

)(&"%

$

!

保洁员
# % %

"

%

$

!

技师
) " +

"

!%&%%

$

>&>&?

!

科室分布
!

监测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

例职业性针

刺伤案例中)发生例数最多的科室是感染科"

+#

例$)其次分别

是耳鼻喉科"

+'

例$#泌尿外科"

+)

例$#肾病内科"

+(

例$#妇科

"

*

例$#骨二科"

*

例$#普外科"

*

例$#产科"

,

例$#骨一科"

,

例$#神外一科"

,

例$(回顾性调查结果显示)职业性针刺伤发

生率最高的科室为儿科)为
*#&),$

"

+,

*

+#

$)其次分别是神外

二科
,!&,($

"

+'

*

!!

$#呼吸科
,!&!!$

"

+(

*

+*

$#神经内科

'#&",$

"

+'

*

!(

$#神外一科
'#&!($

"

+*

*

!'

$#耳鼻喉科
'(&')$

"

+)

*

!!

$#颌面外科
'!&"%$

"

"

*

*

$#骨二科
'+&#%$

"

+(

*

!+

$#普

外科
"(&(($

"

+'

*

(%

$#麻醉科
"+&,!$

"

+"

*

!#

$(

>&!

!

暴露源疾病情况
!

监测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

例职业

性针刺伤案例中)暴露源携带血源性传播疾病的比例为

")&+*$

"

++%

*

!%(

)其中有合并感染者$)其中乙肝病毒的比例

最高)其次是携带
E3]

病毒(回顾性调查结果显示)暴露源携

带血源性传播疾病的比例为
!)&#!$

"

,,

*

(%#

$)有
!*&)*$

"

**

*

(%#

$的暴露源感染状态不详)见表
!

(

表
!

!!

暴露源疾病发生人数比较"

!

&

$

'#

疾病名称 监测数据分析 回顾性调查

E3] +, *

乙肝
'# )%

丙肝
# +%

梅毒
+" +#

无感染
') +))

不详
!# **

!

!

讨
!!

论

!!

本研究通过结合监测数据分析和回顾性调查研究的方法)

对同一时间段医务人员发生职业性针刺伤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能更为全面地分析和了解当前医务人员职业性针刺伤的发生

特点(

监测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医务人员职业性针刺伤发生率为
++&,,$

)而回顾性调查

结果发现)有
))&")$

的医务人员在同时间段曾遭遇过职业性

针刺伤)提示约有
(!&,,$

的医务人员在发生职业性针刺伤后

没有上报(据澳大利亚安全与补偿理事会估计)澳大利亚医疗

机构中没有上报的针刺伤比例大概是
)%&%%$

&

,

'

)美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估计的未报告率为
"'&"*$

(对于遭遇针刺伤的

医务人员而言)及时正确的对伤口局部进行处理和及时的预防

性服药*疫苗接种对防止血源性疾病感染尤为重要)提示在下

一步的工作中应着重加强医务人员遭遇职业性针刺伤的上报

意识(

监测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遭遇职业性针刺伤的医务人员性

别以女性为主)年龄以
!"

岁以下居多)工种以护士及实习护士

为主)这与既往的研究结论一致&

*1+%

'

(美国研究曾估计)

,)$

的职业性针刺伤发生在护理人群&

++

'

(而回顾性调查结果显

示)男性和女性医务人员针刺伤发生风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年龄
!"

!#

)%

岁的医务人员针刺伤发生风险最

高)除了护士是职业性针刺伤的高风险人群外)医生发生职业

性针刺伤的风险也不低)为
)(&"%$

(王立英等&

+!

'对
((

家医

院
*%'(

名医护人员进行回顾性调查结果也发现)医生职业损

伤发生率
"(&*'$

)提示医生同样也是职业性针刺伤的高风险

人群(但有研究发现)医生发生职业性针刺伤后报告率最低)

'#&%$

的住院医师在发生职业性针刺伤后没有报告&

+(

'

(这或

许也是医生群体职业损伤引起重视不够的原因(

监测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暴露源携带血源性传播疾病的比

例合计为
")&+*$

)而回顾性调查结果显示的该比例为

!)&#!$

(提示有大量的暴露源术前检查结果为阴性和感染状

态不详的针刺伤案例没有上报(考虑到血源性传播疾病普遍

存在窗口期)即便暴露源术前检查结果阴性)遭遇职业性针刺

伤的医务人员也应进行上报并进行规范随访"下转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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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涉及的内容可以略讲(因为和先行课程重复内容较多)讨论

课环节也可视具体情况缩减(

另外)课程某些章节涉及发病率低的疾病)如线粒体遗传

病)在课时不足的情况下)可以缩减课堂讲授环节时间)准备较

充分的微课资料)由学生课后自行学习讨论(

以课堂讲授)课内讨论为主)微课为辅的教学模式)提高了

学生自主学习的比重)通过多轮反复接触知识点)加深了对知

识点的理解和记忆)有效提升了学生学习效果)对提高医学教

学质量#创新医学教学模式起到推动作用(

在这个教学模式中)较难掌控的是课堂讨论环节)首先)这

个要求在人数相对少的教学班中进行(另外)在实际操作中)

学生并不太适应分组讨论交流)除少数同学发言踊跃)大多数

学生习惯了集中大通量传授知识的灌输性教育)自主思维受抑

制)思维不够活跃)需要教师引导后发言(另外)这个模式和有

限的课时有一定的冲突)所以如何调整个环节比例)有效利用

微课去解决课时冲突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I

!

小
!!

结

!!

现在教育模式和学习方式的趋于多样化)微课辅助下的对

分课堂模式)弥补了传统+满堂灌,的不足)有助于激发学习热

情)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这种微课和对分课堂结合的模

式)将涉及对分课堂各环节的比例)对分课堂和微课的比例)以

及如何建立更客观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等诸多实际问题)这些

问题的解决需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进一步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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