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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基层医疗机构安全注射现状调查

杨　莉，赖晓全，梁艳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３０）

［摘　要］　目的　了解基层医疗机构安全注射现状。方法　随机抽取湖北省５５所基层医疗机构，采用问卷调查

基层医疗机构安全注射工作现状。结果　共发放问卷５５份，收回有效问卷５０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０．９１％。５０所有

效问卷的回答单位均为湖北省各市区一级及以下的医疗机构，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６所、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

室各１７所。５０所基层医疗机构均未重复使用注射器、采血器，全部采用一次性无菌注射器，仅７所（１４．００％）医疗

机构使用了回缩自毁型安全注射器。所有手卫生设施和锐器盒均配置的医疗机构仅５所（１０．００％），３２所

（６４．００％）医院机构治疗车上未配备锐器盒，２１所（４２．００％）注射室未配备干手设施，１８所（３６．００％）治疗车上未

配备速干手消毒剂和治疗室未配备干手设施。２０１５年医护人员上报的锐器伤中，有１１４人发生了１１７次锐器伤，

其中由安瓿引起的锐器伤７４人次（６３．２５％）。医疗废物处置中，仍存锐器盒渗漏、重复使用、满３／４未及时封闭和

未做到每个可能产生锐器的场所均配备锐器盒的现象。结论　基层医疗机构中仍存在设施设备不足、医疗废物处

置监管不规范等安全注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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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７，１６（１）：５０－５３］

　　世界卫生组织对安全注射的定义为：注射、穿刺

采血（抽血）、穿刺针采血操作或静脉置入器材，应对

接受注射者无害，不会给注射带来可避免的暴露风

险，注射废物不对他人造成危害。世界卫生组织于

２０１４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不安

全注射导致１７０多万人感染了乙型肝炎病毒，３１．５

万人感染了丙型肝炎病毒，３３８００人感染了人类免

疫缺陷病毒［１］。我国学者张红等［２］通过检索发现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卫生行政部门等官方媒体通报处理

的医疗机构感染丙型肝炎病毒暴发事件１２起，共

４３６例发生医疗机构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其中不安

全注射感染丙型肝炎２６６例，占总感染人数的

６１．０１％。注射对患者、医务工作人员和环境均有可

能产生严重危害，已成为各医疗机构医院感染防控

持续关注的重点。为了解基层医疗机构安全注射工

作现状，我们于２０１６年４月对湖北省５５所基层医

疗机构进行调查，结果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６年４月采取随机抽样方法，

抽取湖北省５５所基层医疗机构，调查其安全注射工

作现状。

１．２　方法　采用描述性定量研究方法，我们将自行

设计的安全注射调查问卷发放至各医疗机构的医院

感染管理科，由各医疗机构的医院感染管理科工作

人员全面收集、统计相关数据，填写问卷。

１．３　内容　分析维度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安全

注射用品配置情况、医务人员注射相关锐器伤情况、

医务人员安全注射培训情况和医院感染管理科专职

人员现场督导情况。

１．４　统计分析　数据的输入和整理应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软件，数据的分析应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包，主

要分析方法为率和构成比。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共发放问卷５５份，收回有效问卷

５０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０．９１％。５０所有效回答问卷

的单位均为湖北省各市区一级及以下的医疗机构，

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６所、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

室各１７所。

２．２　安全注射用品配置情况

２．２．１　安全注射器具配置情况　５０所基层医疗机

构均未重复使用注射器、采血器，全部采用一次性无

菌注射器。７所（１４．００％）医疗机构使用了回缩自

毁型安全注射器，其中５所的使用率仅１０％，另外２

所分别为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５所医疗机构为预防接

种科室使用，１所医疗机构为急诊科使用，１所为急

诊和感染科使用。

２．２．２　手卫生设施和锐器盒配置情况　手卫生设

施中全部配备率最高的为治疗室配备流动水洗手池

（８２．００％）和治疗室配备锐器盒（８２．００％），治疗室

洗手池配备洗手液、注射室配备流动水洗手池、注射

室洗手池配备洗手液也均达８０．００％。医院所有治

疗车上未配置锐器盒达６４．００％，其次是注射室未

配备干手设施达４２．００％，治疗车上未配备速干手

消毒剂和治疗室洗手池未配备干手设施达３６．００％。

所有手卫生设施和锐器盒均１００．００％配置的医疗

机构仅５所（１０．００％）。见表１。

表１　手卫生设施和锐器盒配置情况［所（％）］

犜犪犫犾犲１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ｎｄｈｙｇｉｅｎｅ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ｈａｒｐ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Ｎｏ．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地点 配备项目 全部配备 部分配备 没有配备

治疗车 速干手消毒剂 ２８（５６．００） ４（８．００） １８（３６．００）

锐器盒 １５（３０．００） ３（６．００） ３２（６４．００）

治疗室 速干手消毒剂 ３１（６２．００） ３（６．００） １６（３２．００）

流动水洗手池 ４１（８２．００） ４（８．００） ５（１０．００）

洗手液 ４０（８０．００） ４（８．００） ６（１２．００）

干手设施 ２６（５２．００） ６（１２．００） １８（３６．００）

锐器盒 ４１（８２．００） ３（６．００） ６（１２．００）

注射室 速干手消毒剂 ３１（６２．００） ３（６．００） １６（３２．００）

流动水洗手池 ４０（８０．００） ６（１２．００） ４（８．００）

洗手液 ４０（８０．００） ３（６．００） ７（１４．００）

干手设施 ２５（５０．００） ４（８．００） ２１（４２．００）

锐器盒 ３９（７８．００） ５（１０．００） ６（１２．００）

　　全部配备：指每一处应该配置的地方均配备相应设施；部分配

备：则指有的地方配备，有的地方未配备；没有配备：指完全未配置相

应设施。

２．３　医务人员注射相关锐器伤情况　２０１５年医护

人员上报的锐器伤中，有１１４人发生了１１７次锐器

伤，上报人次发生率３．９％。在不同的原因导致的

锐器伤中，由安瓿引起的锐器伤７４人次（６３．２５％），

其次为静脉钢针引起的锐器伤１７人次（１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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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器引起的锐器伤１４人次（１１．９７％），采血器引

起的５人次（４．２７％），留置针引起的锐器伤１人次

（０．８５％），其他原因引起的６人次（５．１３％）。为检

验调查结果的准确性也便于获取漏报率，调查项目

增设了近一周内医务人员实际发生注射相关锐器伤

次数和上报情况，结果显示，一周内发生注射相关锐

器伤２５人次，其中由安瓿引起的１８人次（７２．００％），注

射器和静脉钢针引起的各３（１２．００％）人次，其他原

因引起的１人次（４．００％），采血器和留置针未引起

锐器伤。其结果与２０１５年上报情况相符。而发生

的２５人次注射相关锐器伤中，上报仅９人次，上报

率３６．００％。

２．４　医务人员安全注射培训情况　共调查１５８４

名医护人员，其中６８４名医生，９００名护士。医生在

注射相关锐器伤预防及处置培训方面的培训率最高

（９７．６６％），其次为在注射后医疗废物处理培训率

（９５．１８％），在注射相关无菌操作培训方面的培训率

最低（８４．６５％）。护士注射相关无菌操作培训率为

９６．６７％，注射相关锐器伤预防及处置培训率为

９７．３３％，注射后医疗废物处理培训率为９８．１１％，

均较高。４１所（８２．００％）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安全注

射培训率为１００．００％。

２．５　现场督导情况

２．５．１　现场督导操作情况　各医疗机构的医院感

染管理科专职人员现场观察医护人员注射、静脉输液

和采血操作，总的安全注射率为９８．３２％。见表２。

２．５．２　医疗废物处置情况　共检查了４６所医疗机

构（４所未查看）３６１个锐器盒。有２所（４．３５％）医疗

机构存在渗漏情况，５所（１０．８７％）医疗机构锐器盒装

满３／４未及时封闭，４所（８．７０％）医疗机构未做到每

个可能产生锐器的场所均配备锐器盒，３所（６．５２％）

医疗机构依然存在重复使用锐器盒的现象。２６所

（５６．５２％）医疗机构锐器盒确保密封后方转运，有１所

（２．１７％）医疗机构的锐器盒未确保锐器盒密封就转运，

其余医疗机构则未见转运过程；４６所（１００．００％）医疗

机构的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具有相关资质。

表２　现场督导安全注射操作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Ｏｎｓｉｔｅ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ｓａｆｅ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项目 观察操作次数 安全注射次数 安全注射率（％）

注射 ３９５ ３８９ ９８．４８

静脉输液 ６２１ ６０８ ９７．９１

采血 ３５７ ３５３ ９８．８８

合计 １３７３ １３５０ ９８．３２

３　讨论

３．１　自毁型安全注射器的使用率有限，安全注射设

施设备配置不足　本组调查显示，仅７所（１４．００％）

医疗机构使用自毁型安全注射器，使用率较低，与张

慧等［３］调查结果相符。自毁型注射器可防止重复使

用，能有效减少血源性疾病的传播，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等组织发出

联合声明，全球在２００３年底前应全部实现使用自毁

式注射器进行疫苗注射。本组调查中５所医疗机构

的预防接种科室均使用了自毁型注射器。

安全注射设施设备的配置是安全注射操作的保

障，缺乏安全注射所需的设施设备，则严重妨碍安全

注射工作的深入开展。本组调查中，所有手卫生设

施和锐器盒均配置的医疗机构仅５所（１０．００％），治

疗车上完全未配备锐器盒的比率达６４．００％，治疗

室配备锐器盒和注射室配备锐器盒的情况也不乐

观，不利于保障医务人员和患者的安全。多所医疗

机构洗手设施配备严重不足，可能与干手设施和手

消毒剂消耗量较大、费用较高有关。

３．２　注射相关锐器伤主要由安瓿引起，锐器伤上报

率低于实际发生率　安瓿是基层医疗机构发生锐器

伤的最主要原因，说明基层医务人员在开启安瓿或

处理安瓿过程中掉以轻心，未按照有关规范进行操

作。虽然，相对于被污染的针头而言，安瓿感染的危

险小，但皮肤完整性受损，间接导致的血源传播疾病

感染危险变大。使用和处理注射针头或静脉钢针也

是发生锐器伤的高危环节。留置针和采血器引起的

锐器伤所占比例最低，可能与调查范围为基层医院

有关。卫生院和卫生室大多不使用留置针，采血也

较少。报道［４５］指出，改变错误的行为习惯、强化安

全操作技能、改善医疗操作环境、配备必要安全装置

是减少锐器伤的重要手段。

２０１５年全年上报锐器伤人次发生率为３．９％，

与多篇调查［６７］结果接近。调查前一周实际发生锐

器伤中上报率仅３６．００％，明显低于实际发生率。

有研究［７］报道，锐器伤漏报率高，并提出暴露源患者

状态，培训不到位，不清楚上报流程，未认识到针刺

伤的危害性等是影响锐器伤报告的主要因素。

３．３　现场督导安全注射率高，医疗废物处置仍存漏

洞　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现场督导发现，安全注

射率（９８．３２％）较高。但直接观察过程中，极易受霍

桑效应的影响［８］，操作者一旦发现被观察，则会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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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地规范自身操作行为，影响观察所得结果的准确

性，高估安全注射率。为解决这一问题，可采取不穿

工作服观察或邀请有专业背景的在校学生协助观

察，提高观察的准确性。

医疗废物虽全部由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来处

置，但仍发现了许多隐患。锐器盒渗漏、满３／４未及

时封闭、在产生锐器的场所未配备锐器盒、转运过程

中未确保密封以及重复使用锐器盒等环节均可能发

生严重的针刺伤事件。比起后期的处理与治疗费

用，按照规范使用和处理医疗废物的费用则显得微

不足道。因此，干预安全注射被认为具有良好的成

本效益比，各医疗机构应强化领导意识，加大人力、

物力的投入，加强监督管理措施，预防远胜于补救。

本组数据来源于各医疗机构的医院感染管理部

门的自评以及现场调查，结果中不符合规范的数据

可能存在被低估的可能。同时，对医护人员安全注

射培训率的调查中，未深入对医护人员安全注射知

识的掌握情况和实际操作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估，不

能有效发现其知识的漏洞，此外，本文局限于现状调

查，未对安全注射现状中存在的安全漏洞原因进行

深入挖据分析，但对基层医疗机构安全注射现状调

查文献较少，大样本量的结构指标、过程指标调查文

献依然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实现安全注射是一项多部门共同合作才能完成

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基层医疗机构

在安全注射设施设备及医疗废物处置方面仍存在较

大隐患，在管理改进上任重道远，今后仍需完善管理

机制、加强督导检查、增加安全注射设施设备、规范

医疗废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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