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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某院实习护士职业暴露现况并分析原因，为降低实习护士职业暴露风险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对２０１４年９月份甘肃省妇幼保健院来自甘肃省１０所大中专院校的实习护士进行调

查。结果　共发放２３０份问卷，实际回收２１４份，有效问卷２１４份，问卷回收有效率９３．０４％。实习护士职业暴露

发生率为２９．４４％（６３名），发生职业暴露后正确处置率为３９．６８％（２５名）。不同生源地、基础教育程度、年龄段和

学历的实习护士职业暴露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实习护士职业暴露相关概念知晓与否

职业暴露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个人防护知识、防护用品使用知识知晓与否职业暴露后正确

处置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其余各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是否进行各种培训职业暴露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结论　实习护士个人

防护意识欠缺，职业暴露发生率较高；影响职业暴露发生的原因主要为学校及实习单位对实习护士的职业暴露及

个人防护知识的培训不重视，培训效果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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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护士从事护理活动中，易发生损害健康，甚

至危及生命的职业暴露事件。调查［１］证实，被乙型

肝炎病毒（ＨＢＶ）、丙型肝炎病毒（ＨＣＶ）、人免疫缺

陷病毒（ＨＩＶ）感染患者使用后的锐器刺伤后，发生

相应疾病感染的概率分别为３０．０％、１．６％、０．３％。

实习护士一旦因职业暴露感染相应传染病，将严重

影响其身心健康。近年来，我国实习护士职业暴露

发生率不断上升［２４］。通过现场回顾性问卷调查，了

解本院实习护士职业暴露现况，并分析相关影响因

素，为医院拟定预防措施，降低实习护士职业暴露风

险提供理论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４年９月份甘肃省妇幼保健院来

自甘肃省１０所大中专院校的实习护士，共计２３０名。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根据本院护

理工作实际情况，循证检索相关资料，自行设计调查

问卷，内容包括被调查者基本情况：包括年龄、学历、

生源地类型、父母亲文化程度、基础教育程度；对职

业暴露知识的知晓情况：包括职业暴露的定义、类

型、高危因素、预防的关键环节、暴露后处置的流程、

方法及职业防护相关知识等；职业暴露相关知识培

训方式：包括在校培训及实习单位培训，以及发生职

业暴露后处置、对自身免疫水平的了解情况等（主要

指乙肝免疫状况）、实习期间职业暴露发生情况等。

１．３　培训方式　学校课程中涉及：指实习生在校期

间安排的理论课程；在校专门技能培训：指学生在校

期间安排的实践技能授课；在校职业暴露集中培训：

指在进入临床实习前，由实习单位统一安排的职业

暴露集中培训；进科后个人防护培训：指进科后由科

室统一组织的职业暴露及个人防护相关培训；带教

老师讲解：指带教老师在带教示范过程中讲解职业

暴露及个人防护相关知识。分析是否进行培训与职

业暴露发生率间的关系。

１．４　质量控制　调查前由调查人员说明问卷调查

的目的、意义和规则，采取自愿的原则。现场问卷调

查给予半小时的充足时间回答问卷，收回调查问卷

后随即抽取１０份问卷进行电话复核。

１．５　统计方法　应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双人录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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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不合格问卷，合格问卷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统

计分析，采用χ
２ 检验进行率及构成比之间的比较，

多因素分析采用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犘≤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共发放２３０份问卷，实际回收２１４

份，有效问卷２１４份，问卷回收有效率９３．０４％。

２１４名调查对象中，生源地为农村的实习生占

６８．２２％，基础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占７５．７０％，＞１８

岁的占６９．１６％，中专学历的占７３．８３％。见表１。

２．２　职业暴露发生情况

２．２．１　职业暴露发生情况　２１４名实习护士中，６３

名发生职业暴露，发生率为２９．４４％，不同生源地、基

础教育程度、年龄段和学历的实习护士职业暴露发生

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见表２。

２．２．２　职业暴露后正确处置情况　６３例发生职业

暴露后能正确处置者２５名，正确率为３９．６８％。不

同生源地、基础教育程度、年龄段和学历的实习护士

发生职业暴露后正确处置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犘＞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２１４名实习护士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 人数 构成比（％）

生源地 城市 ３８ １７．７６

县城 ３０ １４．０２

农村 １４６ ６８．２２

基础教育 初中 １６２ ７５．７０

高中 ５２ ２４．３０

年龄（岁） １５～１８ ６６ ３０．８４

＞１８ １４８ ６９．１６

学历 中专 １５８ ７３．８３

大专 ５６ ２６．１７

表２　２１４名实习护士职业暴露发生及暴露后正确处置情况

基本情况 调查人数 发生职业暴露人数 发生率（％） χ
２ 犘 正确处置人数 正确率（％） χ

２ 犘

生源地 城市 ３８ ７ １８．４２ ３．８７ ０．１５ ３ ４２．８６ ０．０７ ０．９７

县城 ３０ １２ ４０．００ ５ ４１．６７

农村 １４６ ４４ ３０．１４ ０．８９ ０．３５ １７ ３８．６４

基础教育 初中 １６２ ４５ ２７．７８ １７ ３７．７８ ０．２４ ０．６３

高中 ５２ １８ ３４．６２ ０．７０ ０．４０ ８ ４４．４４

年龄（岁） １５～１８ ６６ ２２ ３３．３３ ７ ３１．８２ ０．８７ ０．３５

＞１８ １４８ ４１ ２７．７０ １８ ４３．９０

学历 中专 １５８ ４９ ３１．０１ ０．７２ ０．３９ ２０ ４０．８２ ０．１２ ０．７３

大专 ５６ １４ ２５．００ ５ ３５．７１

２．３　职业暴露相关知识知晓及职业暴露处置情况

　将职业暴露相关知识分为４部分，即职业暴露相

关概念、发生职业暴露后处理、个人防护、防护用品

使用。结果显示，职业暴露相关概念知晓与否职业

暴露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个

人防护知识、防护用品使用知识知晓与否职业暴露

后处置正确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犘＜

０．０５）；其余各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犘＞

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职业暴露知识的培训方式对职业暴露发生情

况的影响　把是否发生职业暴露定义为因变量 Ｙ

（是＝１，否＝０），将职业暴露知识不同培训方式定义

为自变量，自变量全部为二分类变量（是＝１，否＝

０），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是否进行各种培训职业暴

露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

见表４。

表３　２１４名实习护士职业暴露知识的知晓与否与职业暴露后正确处置情况

知识条目 调查人数 发生职业暴露人数 发生率（％） χ
２ 犘 正确处置人数 正确率（％） χ

２ 犘

职业暴露相关

概念

知晓 ８０ ３０ ３７．５０ ３．９９ ０．０４ １３ ４３．３３ ０．３２ ０．５７

不知晓 １３４ ３３ ２４．６３ １２ ３６．３６
发生职业

暴露后处理
知晓 ９ ２ ２２．２２ ０．２４ ０．６３ ２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４ ０．１５

不知晓 ２０５ ６１ ２９．７６ ２３ ３７．７０

个人防护 知晓 ６８ １７ ２５．００ ０．９５ ０．３３ １６ ９４．１２ ２４．８２ ＜０．０１

不知晓 １４６ ４６ ３１．５１ ９ １９．５７

防护用品使用 知晓 ８８ ２７ ３０．６８ ０．１１ ０．７４ １７ ６２．９６ １０．７ ＜０．０１

不知晓 １２６ ３６ ２８．５７ ８ ２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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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职业暴露相关知识培训情况与职业暴露发生情况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项目 犫 犛犫 狑犪犾犱χ
２ ｄｆ 犘 犗犚

９５％犆犐

上限 下限

学校课程中涉及 ０．３７ ０．３９ ０．９０ １ ０．３４ １．４５ ０．６７ ３．１４

学校老师讲解 －０．８９ ０．４７ ３．６９ １ ０．０６ ０．４１ ０．１６ １．０２

在校专门技能培训 －０．４４ ０．４３ １．０７ １ ０．３０ ０．６４ ０．２８ １．４９

在校集中培训 ０．３２ ０．４７ ０．４６ １ ０．４９ １．３８ ０．５４ ３．５２

进科后个人防护培训 ０．１３ ０．３７ ０．１２ １ ０．７３ １．１４ ０．５５ ２．３７

带教老师讲解 ０．３７ ０．３９ ０．８８ １ ０．３５ １．４５ ０．６７ ３．１３

３　讨论

本研究显示，不同生源地、基础教育程度、学历

的实习护士发生职业暴露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犘＞０．０５），发生职业暴露后正确处置率仅

占３９．６８％。职业暴露知识属于医学领域专业性较

强的知识，大中专护理学专业课本中有该领域知识

模块，但学校对该部分内容的理论授课及实践技能

操作培训重视度不够，安排的课时量少，且多数学校

将其设置为选修课，导致实习护士对相关知识掌握

程度低，自我防护意识差，职业暴露情况时有发生，

且得不到及时妥善处置。

调查结果还显示，个人防护知识、防护用品使用

知识知晓与否职业暴露后正确处置率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说明真正掌握关键知

识点对预防并正确处置职业暴露具有切实有效的作

用。本调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结果显示，各种培训方式

对职业暴露发生结局的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充分

暴露了现行培训方式及培训效果的局限性。职业暴

露知识培训分为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本调查结果

显示，实习护士对理论及实践知识的掌握程度均较

差，且掌握与否与是否发生职业暴露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犘＞０．０５），不同授课方式对职业暴露发生率

也无影响（犘＞０．０５）。分析原因主要包括如下两个

方面：（１）目前大多数医疗机构对在职医务人员职业

暴露及职业防护管理工作较重视，有职能部门专

（兼）职人员负责此项工作。（２）由于需投入部分管

理费用，故我国绝大部分医疗机构未将实习学生纳

入职业暴露管理范围。近年医疗机构逐渐意识到实

习学生这一群体职业暴露后管理缺失问题（实习医

院、学校均无管理部门），已开始对实习学生职业暴

露后管理模式进行探讨研究［５］，但实习医院及带教

老师因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实习生的各种操作细节，

忽视了对实习学生职业暴露及防护的培训及管理，

所以对学生的监管作用很难充分体现。

实习护士要树立预防职业暴露观念，正确认识

职业暴露严重性，高度警惕相关危险因素及危险操

作，有效预防职业暴露的发生［６８］。而这种意识的建

立主要靠学校老师、实习单位、带教老师的详细讲解，

并在日常操作过程中监督纠错，才能将正确的操作技

能变成一种行为习惯，并有效预防职业暴露的发生。

教育部门及医疗机构应提高对实习护士职业暴露知

识培训的重视程度，完善对实习护士的监护责任，采

取多种培训、带教方式［９１０］，加强对实习护士的监督

检查机制［１１］，从主动、被动两方面进行监管，切实降

低实习护士职业暴露风险，保护其身心健康。

本研究的不足是调查样本量偏小，且未找到更

有效的培训方式，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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