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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医务人员血源性职业暴露情况!分析其暴露的危险因素!为制订医务人员防护措施和危险性评价提供依

据%方法
!

对
%-+*h%-+)

年本院血源性职业暴露人员监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了解医务人员职业暴露的危险因素&暴露源&预

防用药&定期检查和随访情况!以及职业防护培训后与职业暴露发生率之间的关系%结果
!

%-+*h%-+)

年!职业暴露者中女性多

于男性!护士多于医生!

*-

岁以下者居多%职业暴露主要发生环节是拔针时!其次是手术缝合时和医疗废物处置时#职业暴露主

要发生在上午!其次是下午!晚上最少%防护培训后职业暴露发生率明显低于防护培训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

$%暴露

源依次为乙型肝炎&梅毒&艾滋&丙型肝炎!经过
&

$

+%

个月的血清学和病毒学定期检查和随访!均无
+

例发生感染%结论
!

对医

务人员进行职业防护培训!严格遵守医疗操作规程!提高安全的防护意识!能够减少职业暴露的发生!有利于控制职业风险%

关键词"医务人员#

!

职业暴露率#

!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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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职业暴露是指医护人员在从事诊疗*护理工作时

接触有毒*有害物质#或传染病病原体#而损害医护人员健康甚

至危及生命的特殊事件'

+

(

)经血传播的病原体有乙型肝炎病

毒$

ZPT

&*丙型肝炎病毒$

Z3T

&*人免疫缺陷病毒$

ZQT

&*梅

毒螺旋体等
%-

多种经血液传播的病原体'

%$*

(

#医务人员常直接

或者间接与患者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相接触#遭受血

源性职业暴露的危险较高)世界卫生组织曾报道#医护人员感

染血源性传播疾病的危险性是普通人群的
%

$

+.

倍'

=$)

(

)如果

发生血源性职业暴露或感染将直接影响医务人员身心健康#增

加医患之间交叉感染的风险'

&$?

(

)因此#提高全体医务人员血

源性传染病职业安全防护意识与应急处理能力非常重要)本

研究主要分析本院医务人员职业暴露的危险因素*暴露源*预

防用药*定期检查及随访情况#以及职业防护培训与职业暴露

发生率之间的关系#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取
%-+*h%-+)

年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

医院发生职业暴露的
%*=

例医务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

例#女
+&)

例%医生
=?

例#护
+*.

例#清洁工
*=

例#其他
+=

例%

%-+*

年
.-

例#

%-+=

年
?O

例#

%-+)

年
&&

例%年龄
+O

$

&-

岁#平均$

*O,*%f.,)O

&岁)

A,B

!

研究方法
!

医务人员职业暴露事件发生后#立即实施局

部处理措施#并于
%=D

内将暴露事件具体情况及时上报给预

防保健科#填写-医务人员职业暴露登记表.#并在预防保健科

专职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相关检查和实施预防用药)如果遇到

节假日#则先以电话方式进行报备#并进行检查及预防用药指

导#然后补填职业暴露登记卡)职业暴露登记卡的内容包括医

务人员所在的科室*性别*年龄*暴露时间*地点*经过*暴露类

型*暴露源*暴露部位*暴露程度*既往传染病史*曾经是否注射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O

卷第
%%

期
!

Q<:RSB'!8F

!

2@A8/'8;%-+?

!

T@C,*O

!

2@,%%



乙肝疫苗等
%-

多项条目)对职业暴露者进行
&

$

+%

个月的追

踪随访)

A,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0VV+?,-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

理#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D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职业暴露者性别*年龄及职业构成比较
!

%-+*h%-+)

年#职业暴露者中女性多于男性#护士多于医生#

*-

岁以下者

居多)

%-+*

年*

%-+=

年*

%-+)

年职业暴露者性别*年龄及职业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D

%

-,-)

&)见表
+

)

B,B

!

职业暴露发生环节*时间比较
!

职业暴露主要发生环节

是拔针时#其次是手术缝合时和医疗废物处置时%职业暴露主

要发生在上午#其次是下午#晚上最少)

%-+*

年*

%-+=

年*

%-+)

年职业暴露发生环节*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D

%

-,-)

&)见

表
%

)

B,C

!

职业暴露源比较
!

%-+*h%-+)

年的职业暴露情况!

ZPT

占首位#梅毒次之#然后是
ZQT

#

Z3T

最少)

ZPT

与
Z3T

重

叠感染
O

例#

ZPT

与梅毒重叠感染
+&

例#

ZQT

与梅毒重叠
&

例#暴露未感染者
%+

例)

%-+*

年*

%-+=

年*

%-+)

年职业暴露

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D

%

-,-)

&)见表
*

)

B,D

!

防护培训前后职业暴露发生率比较
!

%-+*

年未进行防

护培训#职业暴露发生率为
?,+?[

$

.-

"

+%)&

&%

%-+=

年*

%-+)

年实 行 防 护 培 训 后#职 业 暴 露 发 生 率 分 别 为
=,.+[

$

?O

"

+)OO

&*

*,?O[

$

&&

"

+?=O

&)防护培训后职业暴露发生率

明显低于防护培训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

&)

B,E

!

职业暴露后处理及随访情况比较
!

%-+*h%-+)

年#职业

暴露
ZPT

的
O=

例医务人员中#

)*

例接受了预防用药和定期

随访#其余
*+

例认为暴露源传染性不强及自身乙肝抗体滴度

较高不易被传染而拒绝预防用药#仅接受血清学随访)职业暴

露
ZQT

的
*%

例医务人员中#

+%

例接受预防用药和定期随访#

其余
%-

例认为药物不良反应明显而拒绝预防用药#仅接受血

清学随访)血清学随访结果显示无
+

例医务人员发生暴露感

染)见表
=

)

表
+

!!

职业暴露者性别%年龄及职业构成比较(

'

&

[

')

项目
%-+*

年

$

' .̀-

&

%-+=

$

' ?̀O

&

%-+)

年

$

' &̀&

&

!

%

D

性别

!

男
%.

$

*%,%%

&

%%

$

%O,%+

&

+O

$

%?,%?

&

-,)=+-,?&*

!

女
&+

$

&?,?O

&

)&

$

?%,+O

&

=O

$

?%,?*

&

年龄$岁&

!'

%) =&

$

)+,+%

&

*O

$

=O,?%

&

*%

$

=O,=O

&

+,+---,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业

!

医生
%-

$

%%,%%

&

+)

$

+.,%*

&

+%

$

+O,+O

&

-,).=-,.&=

!

护士
)+

$

)&,&?

&

=?

$

&-,%&

&

=+

$

&%,+%

&

!

其他
+.

$

%+,++

&

+&

$

%-,)+

&

+*

$

+.,?-

&

表
%

!!

职业暴露发生环节%时间比较(

'

&

[

')

暴露环节与时间
%-+*

年$

' .̀-

&

%-+=

年$

' ?̀O

&

%-+)

年$

' &̀&

&

!

%

D

暴露环节 拔针时
*O

$

=%,%%

&

*-

$

*O,=&

&

*%

$

=O,=O

&

+,=O* -,=?&

手术缝合时
+&

$

+?,?O

&

+)

$

+.,%*

&

+*

$

+.,?-

&

-,+-& -,.=O

穿刺时
=

$

=,==

&

)

$

&,=+

&

*

$

=,))

&

-,*.& -,O%-

回套针帽时
?

$

?,?O

&

)

$

&,=+

&

=

$

&,-&

&

-,%+- -,.--

医疗废物处置时
+.

$

%+,++

&

+*

$

+&,&?

&

+-

$

+),+)

&

+,-=. -,).%

其他
&

$

&,&?

&

+-

$

++,++

&

=

$

=,==

&

%,?)% -,%)*

发生时间 上午
=O

$

)*,**

&

=+

$

)%,)&

&

*&

$

)=,)=

&

-,-)? -,.?%

下午
%.

$

*%,%%

&

%)

$

*%,-)

&

%*

$

*=,O)

&

-,+)O -,.%=

晚上
+*

$

+=,=)

&

+%

$

+),*O

&

?

$

+-,&+

&

-,?&) -,&O%

表
*

!!

职业暴露源比较(

'

&

[

')

暴露源
%-+*

年$

' .̀-

&

%-+=

年$

' ?̀O

&

%-+)

年$

' &̀&

&

!

%

D

ZPT *-

$

**,**

&

%O

$

*),.-

&

%&

$

*.,*.

&

-,&-O -,?*O

梅毒
+.

$

%+,++

&

%-

$

%),&=

&

+&

$

%=,%=

&

-,)-) -,???

Z3T ++

$

+%,%%

&

)

$

&,=+

&

&

$

.,-.

&

+,&&O -,=*=

ZQT +*

$

+=,==

&

++

$

+=,+-

&

O

$

+%,+%

&

-,+.% -,.-O

ZPT

与
Z3T

重叠
*

$

*,**

&

*

$

*,O)

&

%

$

*,-*

&

-,-?) -,.&*

ZPT

与梅毒重叠
?

$

?,?O

&

=

$

),+*

&

)

$

?,)O

&

-,)*. -,?&=

ZQT

与梅毒重叠
*

$

*,**

&

+

$

+,%O

&

%

$

*,-*

&

-,?O= -,&?&

暴露源不明
+-

$

++,++

&

)

$

&,=+

&

)

$

?,)O

&

+,%.% -,)%=

无感染
?

$

?,?O

&

.

$

++,)=

&

)

$

?,)O

&

-,.== -,&%=

!!

注!重叠感染不重复计数)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O

卷第
%%

期
!

Q<:RSB'!8F

!

2@A8/'8;%-+?

!

T@C,*O

!

2@,%%



表
=

!!

职业暴露后处理及随访情况比较

暴露源
'

阻断用药 血清学随访时间$月& 感染率$

[

&

ZPT )*

$

' Ò=

& 注射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同时全程接种乙型肝炎疫苗
+% -

梅毒
))

$

' )̀)

& 注射长效青霉素
&

$

+% -

ZQT +%

$

' *̀%

& 口服克力芝
+% -

C

!

讨
!!

论

C,A

!

确定高风险人群#制订防护策略
!

本研究发现#

%-+*h

%-+)

年护士和医生的职业暴露发生率分别为
)&,&?[

*

&-,%&[

*

&%,+%[

和
%%,%%[

*

+.,%*[

*

+O,+O[

#

*-

岁以下医

务人员职业暴露发生率占每年总发生率的
%

"

*

以上#拔针时*

手术缝合时*医疗废物处置时的职业暴露发生率较高)这表明

临床一线医务工作人员是发生职业暴露的高危人群)由于护

士接触注射器*输液器等医疗锐器的机会最多#发生针刺伤概

率较高#因此护士职业暴露发生率最高)医生在伤口缝合时容

易发生职业暴露)低年资医务人员由于工作经验缺乏#加之每

天接触锐器的机会多*工作量大#更容易发生职业暴露'

O

(

)因

此#加强对低年资医务人员的系统防护培训教育#对提高职业

安全意识及有效处理职业暴露的能力#具有重要的临床

意义'

.

(

)

C,B

!

加强职业防护培训#完善职业暴露防控制度
!

由于每年

新进员工和实习生较多#加上医务人员职业的特殊性#在接触

患者和实施医疗护理的过程中#职业暴露时时发生)从
%-+=

年起#本院启动分层次*分批次职业防护培训#特别是对新进员

工和实习生进行重点指导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标准预防目的

及基本措施#严格执行各项操作流程#正确处理医疗废物#组织

应急预案演练#提高职业暴露的应急处理能力)同时#通过定

期考核方式强化临床医务人员职业暴露防护理论知识和职业

安全防护意识)新进员工和实习生经过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医院感染管理办公室定期下病房现场查看#督导临床医务人员

在接触患者时按标准预防定义进行操作#指导医务人员养成良

好的操作习惯#鼓励医务人员努力提高技术操作水平)本研究

结果显示#

%-+*

年未进行防护培训#职业暴露发生率为

?,+?[

%

%-+=

年*

%-+)

年实行防护培训后#职业暴露发生率分

别为
=,.+[

*

*,?O[

#防护培训后职业暴露发生率明显低于防

护培训前$

D

$

-,-+

&)这表明重视医务人员职业暴露相关知

识和技能培训#特别是对低年资医务人员*实习生的防护培训#

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职业暴露的发生)同时#本院建立了职业

暴露监测系统和职业暴露报告流程)一旦发生职业暴露#预防

保健科及时介入#院感科确定是否需要预防性用药#为暴露者

提供相关咨询#并定期监测和随访)

C,C

!

做好职业暴露者检查追踪随访工作
!

发生职业暴露后#

均立即进行了局部伤口一挤二冲三消毒#上报并填报职业暴露

卡#然后到感染科就诊#根据患者情况#检查暴露者相应的抗原

及抗体)本院暴露源依次为
ZPT

*梅毒*

ZQT

*

Z3T

)经专家

评估危险度后#

)*

例
ZPT

暴露者在
%=

$

=OD

内预防性注射

乙肝免疫球蛋白#并同时接受乙肝疫苗全程接种#

))

例梅毒暴

露者预防性注射长效青霉素#

+%

例
ZQT

暴露者预防性口服克

力芝)全部暴露者经
&

$

+%

个月的血清学和病毒学检查追踪

随访#无
+

例发生感染)

综上所述#医护人员职业暴露发生的危险因素与接触生物

因子*医疗利器损伤*防护意识淡漠*基础设施设备落后*工龄*

职业分布*操作环节*职业安全教育等因素有关)因此#加强防

护培训*提高技术水平*改善基础设施是减少发生血源性职业

暴露*控制职业风险发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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