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谭琳!

!//0+

#&护师&本科&主要从事临床护理研究)

"综
!!

述"

!!

QS?

$

!092/6/

"

Z

9?**B9!67!F"23"910!/9!79021

网络首发
!

:>>

<

$""

[B*9@B[?9B;>

"

[@)*

"

Q;>=?O

"

509!0/794910!/03139!625901"9:>)O

!

10!/F03F16

#

针刺伤与血源性职业暴露的研究进展

谭
!

琳!综述!宋娜丽1审校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9

超声科#

19

输血科!重庆
30002"

$

!!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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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伤是当今医护人员面临的严重职业危险因素之一!由针刺伤所造成的血源性传染病"乙型

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及艾滋病病毒等$感染暴露的潜在危险日趋严重&现就针刺伤发生率%相关原因%血源

性职业暴露对医护人员健康的影响及相关防控措施进行综述!旨在更好地预防针刺伤及血源性传染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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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工作中&静脉采血*注射*输液是最基本*

最常见的技术操作&工作中稍有不慎即可引起针刺

伤&并成为导致血源性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既往研

究证实&针刺伤后最易感染的是乙型肝炎病毒

!

8N'

#*丙型肝炎病毒!

8('

#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

8#'

#&而临床医护人员是发生针刺伤及感染经血液

传播疾病的高危职业群体+

!F2

,

)为更好地预防针刺伤

及血源性职业暴露的发生&本文仅就针刺伤与血源性

职业暴露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供临床医护人员

参考)

?

!

针刺伤及相关原因

?9?

!

针刺伤的发生率
!

针刺伤是指医护人员在操作

过程中意外由注射针头*缝合针*各种穿刺针等导致

的皮肤损伤+

3

,

&是当今医护人员所面临的严重职业危

险因素之一)据
100"

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资料

显示&全美每年发生
2"95

万次意外针刺伤&平均每天

发生约
!000

次)印度和韩国护理人员针刺伤的年发

生率较高&分别为
6793C

+

5

,与
7093C

+

6

,

)最近报告

的伊朗医护人员针刺伤的发生率也高达
57931C

+

7

,

)

我国针刺伤发生率也较高)

10!"

年&王栋等+

"

,通

过对庆阳市
"

所二级以上医院和
50

所一级医疗机构

的
!!36

名医务人员
!

年内锐器伤发生情况进行调

查&结果显示医务人员锐器伤发生率为
5"92"C

%致伤

锐器前
5

位的分别是一次性注射器*头皮钢针*手术

缝针*静脉留置针和手指采血针&共发生
!127

例次&

占所有锐器伤的
76965C

)最近&杨冰等+

/

,报道了全

国
2!/

家医院*

2""67

名护士锐器伤发生情况&锐器

伤率*针刺伤率*污染针刺伤率分别为
"!9/2C

*

76955C

与
6!9!3C

)

?9!

!

易发生针刺伤的人群
!

众所周知&临床医护人

员最易发生针刺伤)有研究报告显示&针刺伤与性

别*年龄*

!

个月轮班次数及工作经历明显相关+

!0F!!

,

)

X%N4

等+

!1

,对
1160

名医护人员横断面研究结果显

示&针刺伤最易发生于短工龄的女性医护人员)田青

等+

!2

,通过问卷调查&对
!210

名医务人员
!

个月内锐

器伤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共
17

名医务人员发生锐

器伤&其中护士占
"!93"C

)孙建等+

!3

,采用分层抽样

方法向全国
!2

个省
!5"

所不同级别医院发放调查问

卷&共收集了
!!!!6

例职业暴露事件&其中
/6976C

为锐器伤!注射器*头皮钢针*手术缝针等#%人群职业

分布为护理人员
5//1

例!占
529/0C

#*医生
126/

例

!占
1!92!C

#*学生
1033

例!占
!"92/C

#)

1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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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锦等+

!5

,报告了青岛市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1007

年

7

月至
10!6

年
6

月锐器伤调查结果&在
27"

例次锐器

伤中护士及实习生占
71911C

*低年资医务人员占

2/9!5C

)最近&杨丽等+

!6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

方法&对西安市
5

所三级甲等医院
35

个临床科室的

所有护士进行了调查&

//7

名临床护士中
5//

名

!

609!C

#在过去
!

年内发生过血源性职业暴露&其中

"595C

为初级职称&工龄小于
5

年者占
5796C

)由此

可见&低年资护士及实习生是最易发生针刺伤的主要

人群)

?9"

!

发生针刺伤的主要原因

?9"9?

!

对针刺伤认识不足
!

医护人员对针刺伤与血

源性职业暴露的相关性及其危害认识不足&不重视自

身防护&工作中对污染针头的处理比较随意&成为导

致针刺伤发生的重要原因)秦春华等+

!7

,调查发现&该

院
30

名门诊护理人员中&有
30C

是由于对针刺伤的

认识不足导致针刺伤的发生)

?9"9!

!

操作不规范
!

工作中操作不规范是导致针刺

伤发生的另一常见原因)早在
10!0

年&姚颖+

!"

,对本

院
100

名护理人员意外针刺伤原因分析显示&

6193C

是由于操作不规范*粗心及自我防护意识差所致)国

外文献报告因操作不规范引起针刺伤发生者占

6!90/C

+

!1

,

)

?9"9"

!

废弃物处理不当
!

注射后针头处理不当或随

意放置等也是导致针刺伤的危险因素之一)索瑶

等+

!/

,通过对陕西省
!!

所医院
/0""

名医务人员调查

发现&

279"!C

!

2326

"

/0""

#的被调查者在最近
!

年

内有过锐器伤的经历&其中
!!95"C

的针刺伤是由于

废弃物处置不当所致)

?9"9@

!

环境因素
!

不同医院*不同病区的护理工作

量及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均存在差异&在进行护理操

作时&若操作台照明条件不好*采光不良*拥挤*嘈杂

及患者不配合等&也是导致护理人员针刺伤的常见原

因之一+

!7

&

10

,

)

!

!

血源性职业暴露及对医护人员健康的影响

!9?

!

血源性职业暴露
!

血源性职业暴露是指从事医

疗职业的医护人员在职业活动中&通过破损皮肤*眼*

口*鼻及其他黏膜接触含血源性病原体的血液或其他

潜在传染性物质的状态+

1!

,

)除了诊断明确的血源性

病原体携带者外&部分普通人群也可能携带
8N'

*

8('

*

8#'

等致病因子&成为医护人员感染血源性传

播疾病的潜在危险)

10!5

年&李会玲等+

11

,通过对
76

例血源性职业暴

露医务人员进行调查分析&结果发现血源性职业暴露

的主 要 人 群 为 护 士*医 生 和 实 习 人 员&分 别 占

5695"C

*

1!905C

和
!597/C

%而暴露源中以
8N'

最

常见!占
5695"C

#)另有报告显示&血源性职业暴露

中
8N'

占
529/C

!

3"

"

"/

#*梅毒占
!09!C

!

/

"

"/

#&

8('

及
8#'

各占
395C

+

12

,

)最近&刘媛媛等+

13

,对本

院各科室上报的血源性职业暴露
/2

例进行统计分析

发现&

8N'

占
3!9/3C

!

2/

"

/2

#*

8('

占
159"!C

!

13

"

/2

#*

8#'

占
392C

!

3

"

/2

#)

!9!

!

血源性职业暴露对医护人员健康的影响
!

血源

性职业暴露后对医护人员身心健康危害较大)据报

道&至少有
10

种病原体可以通过针刺伤传播&因锐器

损伤而感染
8#'

只需要
09!)-

血液&而
09003)-

血液足以使受损伤者感染
8N'

)据美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报道&

170

例艾滋病患者中
121

例是护理人员

!占
"591C

#)

8%.%]

等+

15

,研究显示&针刺伤是护

士和外科医师血源性职业暴露的重大危险因素)目

前对于这些血源性传播疾病*特别是
8#'

感染病例

尚缺少有效治疗方法&一旦感染发病必将给患者身心

健康带来严重危害&甚至可危及生命%此外&感染这些

血源性传播疾病的医护人员&也有可能传染给自己的

亲人和朋友)上述原因必将使医护人员在血源性职

业暴露后的心理负担明显增加)

有文献报道显示&实习护生在发生针刺伤后均有

不同程度的心理反应&主要表现为恐惧*焦虑*自责*

沮丧*抱怨等一系列精神心理症状+

16

,

)与普通病房医

护人员发生血源性职业暴露后的心理反应比较&急诊

医护人员对血源性职业暴露的心理承受能力更差+

17

,

)

这是因为急诊医护人员工作的特殊性&有时来不及做

个人防护就投入急救&若抢救患者过程中不慎发生针

刺伤&事后又了解该患者携带有血源性传播疾病病原

体&必然导致其心理负担加重)

"

!

防控措施

!!

为减少针刺伤的发生&中华护理学会于
10!"

年
"

月发布了-针刺伤防护专家共识.&并对针刺伤的预防

及发生针刺伤后的处理提出了明确建议)结合文献

报道及本人在临床工作中的体会&认为做好以下几点

有助于预防针刺伤与血源性职业暴露)

"9?

!

针刺伤的预防

"9?9?

!

加强职业安全培训
!

医院要定期*有针对性

地对不同层次医护人员进行相关知识培训&内容包括

预防针刺伤的重要性*血源性传播疾病的流行病学知

识*安全型针具的正确使用方法及正确*标准的安全

工作流程等+

1"

,

)应视所有患者均具有经血源传播疾

病的潜在风险&把预防针刺伤和预防血源性病原体感

染纳入护理风险管理与控制计划之中&强化职业安全

意识)

"9?9!

!

健全管理制度及优化操作环境
!

各级医院均

应建立*健全职业安全和预防针刺伤发生的管理制

度%改善各类穿刺操作的视野环境&保持操作台面平

展*宽敞&物品放置有序&光线充足*明亮与舒适)

"9?9"

!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

护理人员应严格执行各

项穿刺操作规范和流程$!

!

#进行静脉穿刺等操作时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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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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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保持光线充足&注意力集中%!

1

#拔针后直接将针头

放入利器盒中&禁止乱放%!

2

#避免用手直接接触并分

离针头&严禁回套针帽%!

3

#接触患者血液*暴露伤口

时应戴防护手套%!

5

#禁止用手直接传递利器等+

1/

,

)

"9?9@

!

使用安全型针具
!

使用安全型针具是预防针

刺伤的重要环节)医院应提倡使用带有保护套的针

头*安全型采血针*带有尖峰保护器等安全装置的静

脉输液器及有自动回缩功能的注射器等+

20

,

)

$%4#F

X%M

等+

2!

,对医护人员预防针刺伤的措施进行
G;>=

分析&发现使用安全型针具后针刺伤平均发生率仅是

使用安全型针具前的
66C

)

%M

等+

21

,比较了该院使

用安全型针具前后针刺伤的发生率及成本效益情况&

结果显示&安全型针具的使用使针刺伤的发生率由

!!97C

降至
0

&虽然成本稍有增加&但是可接受的)虽

有文献报道使用安全型针具并未降低针刺伤的发

生+

22

,

&但分析其原因可能与安全型针具使用不规范及

针头处理不当有关)

"9?9F

!

妥善处理医疗废弃物
!

妥善处理医疗废弃物

是预防针刺伤的重要环节&操作者应立即将使用后的

各类穿刺针放入锐器回收容器&不可故意弯曲*折断*

分离注射器针头)严禁针头回套针帽*徒手分离和二

次分拣使用后的注射器和针头+

1"

,

)

"9!

!

针刺伤发生后的处理

"9!9?

!

即刻处理措施
!

医护人员如在工作中不慎被

针刺伤&应立即由近心端向远心端挤出针刺伤部位血

液少许&然后用肥皂水清洗伤口&并在流动水下反复

冲洗
5)?B

后消毒包扎)

"9!9!

!

尽快确定血源性职业暴露的危险程度
!

针刺

伤发生后&应尽快确定血源性传染源及风险程度&立

即按规定逐级报告)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职业

卫生标准.中关于血源性病原体职业接触防护要求&

定期进行相关血清学检测&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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