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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务人员职业暴露是指在工作过程中，发生针

刺伤、锐器伤或破损皮肤黏膜接触患者血液、体液

等，从而增加感染的机会［１］。助产士是职业暴露的

高危群体之一［２］，在最有职业危害的相关科室中，分

娩室位于第２位。这是由于助产士的服务对象均为

分娩的孕产妇，在进行各项操作时，容易接触到产妇

的血液、体液、羊水以及分泌物。２０１１年《中国护理

事业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提出需规范化

加大培养临床专科护士，而目前我国每１０００人口

中仅０．０４名专职助产士、０．０５名专职和兼职助产

士、０．０９名助产技术人员
［３］，数量远低于其他国家。

随着二胎政策的逐步放开，助产士已成为产科的核

心力量之一。本文综述近年来有关国内外助产士职

业暴露情况及研究进展，以期为临床助产士的职业

防护提供依据。

１　助产士职业暴露现状

１．１　职业暴露发生率高　助产士常年暴露于血液、

羊水及分泌物中，发生职业暴露的概率远大于普通

护士。于秀梅等［４］对３２名助产士进行调查，结果显

示３２名助产士在２年中职业性损伤发生率为

１００％。Ｚｈａｎｇ等
［５］提到，在各科室皮肤损伤率中，

产房位居第１位。Ｔａｒａｎｔｏｌａ等
［６］研究表明，护士血

液及体液暴露发生率为５２％，而接触血液次数多的

医务人员发生职业暴露是接触次数少的２．４倍
［７］，

提示助产士血液及体液暴露率极高。此外，实习助

产士也是职业暴露的高发人群之一。国内调查发现

助产实习生针刺伤和刀划伤的发生率分别为７１％

和７８％
［８］，而国外研究也显示实习护士和实习助产

士仅针刺伤发生率高达３５．５％
［９］，以上情况均表明

职业暴露在助产职业中存在高发性。

１．２　职业暴露危险性大　除职业暴露的高发性外，

助产士同时面临职业暴露的高危性［１０１２］。当前已知

经血液传播的病原体至少有２０多种，其中包含多种

危害性巨大的病原体，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

乙型肝炎病毒（ＨＢＶ）、丙型肝炎病毒（ＨＣＶ）和梅

毒螺旋体［１０］。而我国ＨＢＶ携带者达１．３亿
［１３］，仅

０．００４ｍＬ含有 ＨＢＶ的血液就足以使受伤者感染。

助产士是 ＨＢＶ感染的高危群体
［１４］，然而接种乙型

肝炎疫苗在医务人员中没有得到全面普及。Ｚｈａｎｇ

等［５］研究发现，在发生职业暴露的医务人员中，乙型

肝炎疫苗接种率仅为６８．３％，远低于临床安全防护

的要求。同时，助产士是感染 ＨＩＶ的高危职业，如

果被带有 ＨＩＶ血液的利器刺伤皮肤，感染 ＨＩＶ的

概率为 ０．３％
［１５］。虽然李妍等［１６］的研究表明

８５．８％的医务人员知晓如何预防 ＨＩＶ，但部分基层

医院工作人员对ＨＩＶ的预防措施仍不了解。此外，

卢艳春等［１７］发现育龄妇女 ＨＩＶ及性病的感染率逐

年递增，大大增加了助产士职业暴露的危险性。

１．３　职业暴露上报率低　虽然助产士职业暴露发

生率高且危险性大，但是职业暴露的上报率却相对较

低。马冬梅等［１０］对５６名助产士进行调查，其结果显

示在发生职业暴露后每次都上报、大多数上报、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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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从不上报的比率分别为１６．１％、３３．９％、３０．４％

和１９．６％。朱小红等
［１８］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但

其样本量更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还有研究［８９］表

明实习助产士在发生职业暴露后，同样存在不上报、

自行处理或不做任何处理的情况。这些现状提示临

床以及实习助产士还未意识到职业暴露的危害性，从

而导致职业暴露的高发性、高危性和低上报率。

２　助产士职业暴露影响因素及应对措施

２．１　主观因素及应对措施

２．１．１　主观因素　助产士自身的职业防护意识是

影响职业暴露的主要因素之一。马冬梅等［１０］在研

究中发现大部分临床助产士职业防护意识薄弱，职

业暴露前不重视接种乙型肝炎疫苗，职业暴露后存

在侥幸心理，上报意识不足。Ｓｉｚｉｙａ等
［１９］研究表明

助产士接触患者时洗手、穿戴手套与防护衣的概率

分别为５４％、５３．７％与４４．１％。Ｃｕｔｔｅｒ等
［２０］报道

２８．３％的助产士在接触患者时由于时间仓促而未穿

戴防护衣，自我保护意识不足。此外，文献［２１２２］研究

表明，护生进入临床实习后，不可避免地暴露在同样

的职业性危害因素中，陌生的环境加上缺乏职业暴

露防护知识更易发生职业暴露。

除职业防护意识外，助产士自身的职业防护行

为也影响其职业暴露的发生和结局。王飞燕等［２３］

研究表明３５％的助产士不知晓标准预防措施及暴

露于危险因素之后的处理原则及方法，并且在接生

过程中，自觉采取正确防护措施的助产士仅占

６５％。田瑞华等
［２４］调查表明５０％的助产士在接生

中因使用不便而放弃使用防护用具。由于缺乏相应

的临床经验，助产实习生的职业防护行为更加不到

位，梁伟珍等［８］调查发现，实习助产士中能有效采取

职业防护的仅占４２％～６２％，且在会阴备皮、新生

儿沐浴以及母乳喂养环节，大部分实习助产士未能

采取防护措施。助产士职业暴露意识薄弱及防护行

为不到位，增加了其职业暴露的高发性和危险性。

２．１．２　应对措施　针对职业防护意识薄弱的环节，

提高助产士自身职业素养具有重要意义。田瑞华

等［２４］指出助产士在操作前应核对产妇的检验报告，

并定期体检和接种疫苗。Ｋａｒａｄａ̌ｇ等
［９］提出临床助

产士应当树立榜样作用，教育学生重视职业防护，避

免不良言行对助产实习生造成误导。汤琪春等［２１］

研究发现大部分学校职业防护相关课程较少，实习

生缺乏相应的知识教育。因此学校在学生实习前应

增设相关课程或讲座，从在校期开始培养学生的职

业防护意识。

在职业防护行为不到位方面，孙建芳［１１］也指出

严格遵守操作要求，不回套针帽可减少针刺伤的发

生。Ｍｅｈｔａ等
［２５］表明在发生血液性职业暴露时，采

用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或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可有

效减轻职业暴露的危险性，提示职业暴露后，及时采

取紧急预防措施的必要性。同时 Ｋｕｍａｋｅｃｈ等
［２６］

指出由于实习助产士临床经验缺乏，在完成各项操

作时，指导老师应当严格把关。

２．２　客观因素及应对措施

２．２．１　客观因素　产房工作环境的特殊性以及职

业暴露监测系统是否完善影响助产士职业暴露的发

生。研究发现工作压力越大，其针刺伤的发生率越

高［２７］，夜班护士发生针刺伤的风险是白班护士的

１．６７倍
［２８］。由于产科工作涉及母婴安全，助产士精

神压力大，产房频繁的夜班制度以及超负荷的工作

量容易造成助产士的疲溃感，因此助产士较普通护

士更容易发生职业暴露。

除产科工作存在的生物理化因素外，医院未能

够推进系统性的岗前培训以及建立完善的职业暴露

上报体系，也是影响助产士职业暴露的因素。朱小

红等［１８］表示，职业暴露的高发与低上报率和迄今为

止我国卫生管理部门尚未制定相关制度、而医院本

身也没有严格的职业暴露上报体系有关。据王芳

等［２９］报道，部分助产士在发生职业暴露后，虽有及

时采取应对措施，但医院监管部门对职业暴露后的

随访不到位，加剧了助产士职业暴露的危险性。

２．２．２　应对措施　为减少产房环境因素对职业暴

露的影响，国内外研究提出了相关应对措施。其中，

马冬梅等［１０］指出，以针刺伤为主的物理因素主要发

生在会阴缝合时，医院采用先进的缝合针可以减少

职业暴露，但具体使用何种缝合针文中并未提及。

田瑞华等［２４］研究指出助产士操作前核对产妇检验

报告并提前做好防护措施，同时定期体检并接种疫

苗也是应对职业暴露的有效措施，这样可以通过控

制病毒类生物因素，减少血液传染性疾病的发生。

同时，医院应建立完善的监测系统，回访职业暴

露人员的情况，关注医务人员职业暴露后的后续防

护处理。同俏静等［３０］研究表明，医院在建立系统的

职业暴露监测系统３年后，医务人员ＨＢＶ、ＨＣＶ和

ＨＩＶ的感染率为零，提示建立并落实职业暴露监测

体系具有重要性。孙建芳［１１］指出助产士在发生职

业暴露后应杜绝侥幸心理，切实向有关部门上报，配

·８８４·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７年５月第１６卷第５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１６Ｎｏ５Ｍａｙ２０１７



合监测的跟进，才能有效防止感染性疾病的发生。

此外，Ｋａｒａｄａ̌ｇ等
［９］研究表明，参与针对职业暴露的

知识巩固以及操作训练的实习护士和助产士发生职

业暴露的概率明显低于未受训的实习生，提示相关

教育与医疗机构可以通过强化职业暴露知识和技能

的培训，减轻护生职业暴露的危险。

３　小结

目前，助产士职业暴露问题依旧很严峻，具有高

发性和危险性，这与助产士自身因素及医院客观因

素息息相关。随着国内外对助产领域关注度的提

升，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临床助产士职

业暴露相关因素与应对措施方面，倡导加强职业防

护、建立并落实职业暴露监测系统，但是针对应对措

施的干预性研究不多见。另外，国内外关于实习生

职业暴露研究主要集中在专科护生，对本科实习助

产职业暴露研究较少，建议今后的研究能扩大研究

对象的层面并进行干预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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