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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６２名医学研究生职业暴露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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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医学研究生职业暴露的基本情况，为制定职业防护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

某三级甲等教学医院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在院研究生职业暴露监测资料。结果　共监测３３６２名在院研

究生，发生职业暴露５６例，职业暴露率为１．６７％。最常见的职业暴露部位为左手大拇指（１５例，占２６．７９％），职

业暴露环节以手术中最高（２９例，占５１．７９％），手术和诊疗操作过程中共发生职业暴露４０例（７１．４３％），均属于锐

器伤。暴露源患有血源性传播疾病者４６例，占８２．１４％。发生职业暴露者以外科学研究生居多（３７名，占

６６．０７％），硕士研究生的职业暴露率（２．３１％）高于博士研究生（０．２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１８．３２５，犘＜

０．００１）。经及时处理及预防用药，发生职业暴露的研究生无１人感染。结论　加强研究生尤其是硕士研究生的职

业安全教育，提高防护意识；规范各项操作流程，实施标准防护；暴露发生后及时有效的处理是减少医学研究生发

生职业暴露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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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研究生招生数量的不断增加，工作在临床

一线和实验室的医学研究生队伍也在不断扩大。目

前，临床医务人员的职业暴露越来越受到医院管理

人员的重视，而对医学研究生这一特殊群体职业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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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的关注较少。医学研究生因临床实践经验不足，

在动物实验中又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因此极易发生

血源性传染病或动物源性乙类传染病职业暴露［１］。

为充分了解医学研究生职业暴露情况，制定其职业

防护对策，本研究对某院连续３年研究生职业暴露

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现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某三

级甲等教学医院在院的医学研究生。

１．２　监测方法　在院研究生发生职业暴露后上报

研究生部，２４ｈ内医院感染专家对其进行职业危害

风险评估，完成暴露者本底血清学检测，并根据暴露

源血源性疾病种类和暴露方式确定是否紧急用药及

用药种类，并对发生职业暴露者进行为期１年的血

清学结果动态追踪监测。

１．３　调查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分析医学研

究生职业暴露情况及追踪随访结果，调查内容包括

发生职业暴露研究生所学专业、暴露部位、暴露环

节、暴露源病种、暴露后处理情况等。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职业暴露率的比较采用χ
２ 检验，犘≤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职业暴露率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在

院研究生３３６２名，上报职业暴露者共５６名，职业

暴露率为１．６７％。其中２０１１年职业暴露率为

２．０１％（２３／１１４６），２０１２年职业暴露率为１．７０％

（１９／１１１５），２０１３年职业暴露率为 １．２７％（１４／

１１０１）。３年职业暴露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
２＝１．８６９，犘＝０．３９３）

２．２　职业暴露部位与环节　最常见的职业暴露部

位为左手大拇指（１５例，占２６．７９％）；其次为食指

（左、右食指各９例，各占１６．０７％），见表１。职业暴

露环节以手术中最高（２９例，占５１．７９％），其次为诊

疗操作过程中发生职业暴露（１１例，占１９．６４％）；上

述２个环节发生的４０例（７１．４３％）职业暴露事件均

属于锐器伤，其次为小白鼠咬伤、抓伤（１０ 例，

１７．８６％）。见表２。

２．３　职业暴露源情况　暴露源患有血源性传播疾

病者４６例（占８２．１４％），其中单纯乙型肝炎（简称

乙肝）患者２３例（５０．００％），单纯梅毒患者１０例

（２１．７４％），乙肝＋梅毒患者６例（１３．０４％），艾滋病

患者５例（１０．８７％），丙型肝炎（简称丙肝）患者２例

（４．３５％）。

表１　职业暴露部位分布

犜犪犫犾犲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ｓｉｔｅｓ

暴露部位 例数 构成比（％）

左手大拇指 １５ ２６．７９

右手食指 ９ １６．０７

左手食指 ９ １６．０７

右手中指 ８ １４．２８

右手鱼际肌 ５ ８．９３

其他部位 １０ １７．８６

合计 ５６ １００．００

表２　职业暴露环节分布

犜犪犫犾犲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ｌｉｎｋｓ

暴露环节 例数 构成比（％）

手术 ２９ ５１．７９

诊疗操作过程 １１ １９．６４

动物实验 １０ １７．８６

其他环节 ６ １０．７１

合计 ５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４　职业暴露者专业及学位类型分布　外科学专

业研究生是发生职业暴露的高危人群，共３７名，占

暴露总人数的６６．０７％；内科学专业研究生８名，占

１４．２９％；其他专业１１名，占１９．６４％。在院硕士研

究生职业暴露率为２．３１％（５３／２２９４）；在院博士研

究生职业暴露率为０．２８％（３／１０６８），硕士、博士研

究生职业暴露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 ＝

１８．３２５，犘＜０．００１）。

２．５　职业暴露发生后处理及随访情况　５６名职业

暴露者用药情况见表３。２名暴露源为丙肝患者，暴

露后未予以用药，追踪观察暴露后１个月、３个月及

６个月丙肝病毒血清学检查结果均为阴性。被动物

咬伤或抓伤后，职业暴露者经初步处理，于２４ｈ内

至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诊治并进行预防用药。为期

１年的血清学动态追踪监测结果均未发现有研究生

因职业暴露而感染疾病。

３　讨论

３．１　深入开展职业安全教育，降低医学研究生职业暴

露率　医务人员职业防护教育是减少职业暴露的重要

措施［２３］。该院自２０１２年开始研究生岗前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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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职业暴露者用药情况

犜犪犫犾犲３　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

ｐｏｓｕｒｅ

暴露源
暴露

人数

预防用

药人数

使用率

（％）
预防用药种类

乙肝患者 ２３ ２１ ９１．３０ 乙肝免疫球蛋白

梅毒患者 １０ ８ ８０．００ 长效青霉素

乙肝＋梅毒患者 ６ ５ ８３．３３ 乙肝免疫球蛋白

＋长效青霉素

艾滋病患者 ５ ４ ８０．００ 采用ＰＥＰ方案

丙肝患者 ２ － － －

实验白鼠 １０ １０ １００．００ 流行性出血热疫

苗和狂犬疫苗

　　 －：未使用

中增设了２个课时的“职业暴露与防护”课程，临床

工作中加大职业防护的宣传力度，研究生在进入动

物实验室前必须经过培训，并取得“动物实验资格

证”后方能进行动物实验。加强医务人员职业安全

教育有利于降低职业暴露率［４］。本组研究中硕士研

究生的职业暴露率高于博士研究生，这与博士研究

生的职业防护理论知识较硕士研究生掌握更全面，

防护意识更强，各项临床技能操作更熟练、更规范有

关［５６］。

３．２　做好标准防护，规范医疗操作，减少锐器伤　

锐器伤是医院内常见的职业伤害，也是医护人员感

染血源性病原体的重要途径［７］。本研究手术与诊疗

操作过程中发生的４０名职业暴露事件均是由于锐

器伤导致，占７１．４３％，其中手术室２９名，病房诊疗

操作过程中针刺伤１１名，手术室是锐器伤发生的高

危场所［８］。手术过程中主要是由于研究生操作不熟

练、缺乏自我防护知识与技能，在高度紧张的氛围下

易因操作不规范而导致缝针刺伤、刀片划伤和血管

钳夹伤手部皮肤；诊疗操作过程中主要发生在穿刺、

配药或抽取液体时，以及处置使用后锐器时不规范

回套针帽所致。因此，规范研究生的诊疗操作，特别

是加强缝针、刀片及剪刀的安全使用培训是非常必

要的。

３．３　重点培训和监管职业暴露高危专业　外科学

研究生侵入性诊疗操作较多，术中与针头、缝合针、

刀片等锐器接触频率较高，是发生职业暴露的高危

专业［９］。研究生在临床工作中常接触患者的开放性

创口及血液、体液、脑脊液等各种分泌物，也是各种

生物因素引起的传染性疾病的易感高危人群。为预

防研究生感染传染性疾病，要求入学体检时乙肝病

毒（ＨＢＶ）抗体阴性的研究生接种乙肝疫苗，乙肝疫

苗是预防职业暴露后感染 ＨＢＶ的有效措施
［１０］。因

此，应加强外科学专业研究生的职业安全教育、提高

职业防护意识，规范各项操作流程，减少锐器伤的发

生。

３．４　建立完善的职业暴露处理流程，简化报备手续

　该院研究生部于２０１０年参照医院职工职业暴露

管理流程制定了研究生血液、体液暴露及动物咬伤

处理流程，研究生可以在医院网站的“研究生教育管

理系统”和“年级群共享”内查看流程图，一旦发生职

业暴露即联系研究生部，专职老师第１时间指导其

进行常规处理并备案，遇暴露严重者组织专家会诊。

暴露后期的血清学结果追踪和医疗费用报销手续均

由专职老师负责，简化了各项手续，方便研究生，减

少漏报率。职业暴露发生后，通过及时的处理及预

防用药，本组５６名研究生无１人因此发生感染。

加强研究生的职业安全教育，提高防护意识，规

范各项操作流程，实施标准防护是减少研究生职业

暴露的重点；其次，暴露发生后及时有效的处理也是

防止研究生职业伤害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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