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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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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某院医务人员人免疫缺陷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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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暴露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管理%以

提高职业防护能力'方法
!

对
!""*

年
&

月发生的一起医务人员
81C

职业暴露事件进行回顾性调查和血清学追

踪监测'结果
!

此次事件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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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务人员发生
81C

职业暴露%经完整皮肤暴露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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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损伤性

暴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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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黏膜暴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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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发生职业暴露后%严格按规范要求实施急救处理者仅
%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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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职业暴露人员经临床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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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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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学监测阴性'结论
!

医务人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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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暴露

的高危人群%该院职业防护管理工作存在重大隐患%必须加强培训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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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是由人免疫缺陷病毒#

81C

$引起的获得

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61E?

$%是一种致命的慢发性传

染病%是目前可防难治的传染病之一'医务工作者

在临床工作中经常需要直接或间接频繁地接触患者

及其体液&血液和分泌物%面临更大的职业感染风

险%加之自身皮肤破溃&操作失误等原因%近年职业

暴露事件时有发生'本院
!""*

年
&

月在无防范的

情况下因为急诊抢救一名
81C

携带者而发生了涉

及科室多&人员范围广的
81C

职业暴露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经过及时调查和采取必要的措施%临床追

踪
%!

个月%没有出现职业暴露人员
81C

阳性情况'

但其发生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仍然值得反思%对

今后医务人员的职业防护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

A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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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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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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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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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伤致全身复合性外伤急诊入院%经多科室联合

抢救与手术治疗%

#,

后%病情稳定出院'患者入

院第
!

天
81C

初筛阳性%第
)

天经辽宁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艾滋病与性传播疾病防治所艾滋病确

证中心实验室确证为
81C

感染者'医院感染管理

科接到检验报告后%立即上报沈阳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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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
!

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下%对

参与患者诊疗及护理工作的
&(

名医务人员进行了

调查%按(辽宁省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事件应急预

案)对暴露源和暴露医务人员进行了分级评估%并就

暴露的人员情况&暴露途径和程度&暴露后处理方式

进行了全面分析+同时对暴露人员进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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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月的
81C

血清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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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载量分级标准$暴露分级标准%

%

&

!

参照

!"")

年
(

月
%

日起实施的(医务人员艾滋病病毒职

业暴露防护工作指导原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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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

!

职业暴露基本情况
!

本次
81C

职业暴露事件

中%暴露源病毒载量水平为轻度类型+

%"!

名接触者

中%

&(

名医务人员发生职业暴露%一级暴露
&)

名%

二级暴露
!

名%均为
81C

初筛阳性之前接触的医务

人员'职业暴露发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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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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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

人员中%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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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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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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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其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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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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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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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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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医生
%!

人#

!

名进修医生$%麻醉师
)

人%护工

!

人%实习人员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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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暴露途径$暴露时间与处理情况
!

经完整

皮肤暴露为本次事件的主要暴露方式%暴露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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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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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
+"-""G

#

%&

-

!(

$职业暴露

人员的暴露时间长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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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职业暴露人员的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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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G

#

'

-

&(

$的人员是损

伤性暴露%

!-*#G

#

%

-

&(

$的人员为黏膜暴露'发生

职业暴露后%严格按规范要求实施急救处理者仅占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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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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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暴露血清学追踪监测结果
!

&(

名医务人

员全部进行了
81C

血清学追踪检测%其
+

次检测结

果全部为阴性'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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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务人员职业暴露途径&暴露时间与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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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途径

!

经完整皮肤接触
!( *!-!!

!

皮肤损伤后接触
* %'-))

!

针刺&切割伤
! +-+(

!

经黏膜接触
% !-*#

暴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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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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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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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措施

!

挤压并清水#肥皂水$冲洗伤口
-

消毒液
% !-*#

!

挤压并清水#肥皂水$冲洗伤口
% !-*#

!

清水#肥皂水$冲洗
!) ((-(*

!

消毒液处理
& #-&&

!

未处理
*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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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医务人员由于本职工作而接触
81C

感染者的

血液或其他体液导致的
81C

暴露称为
81C

职业暴

露'我国已经进入艾滋病高发病时期%医务人员在

诊断和治疗的过程中难免接触患者的血液和体液%

一般情况下被刺伤的频率大约是
+G

#

%"G

%手术

人员受伤的机会为
%!G

以上%因此血液和体液传播

81C

效率会大幅度提高!

!

"

'

&-%

!

本次职业暴露特点
!

患者为刀砍伤所致的全

身复合性外伤%病情危重%需要多科室联合抢救'本

次职业暴露涉及范围广且涉及不同层次的医务人

员%包括急诊科&手外科&脑外科&普外科&胸外科&耳

鼻咽喉科&口腔科&麻醉科&手术室及重症监护室

#

1@;

$

%"

个科室的
&(

名医务人员%有护士&医生

#包括进修$&麻醉师&护工及实习人员'

&-!

!

本次职业暴露反映的问题

&-!-%

!

81C

职业防护意识差
!

本次调查中发现%

在手术室进行抢救时%一名麻醉师徒手进行足背和

股动脉穿刺+一名护士在静脉穿刺时接触患者血液

直至
&*

手术结束后才洗手+另一名麻醉师在进行

气管插管时未戴手套%双手被血液污染%直到插管结

束后才洗手等现象'另外%有
%&

名医护人员在诊疗

过程中由于患者的血液大量喷溅至胳膊或滴至足

部%未及时清洗或消毒%导致暴露时间长达
!

#

#*

'

医务人员因为职业带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驱使其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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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争分夺秒地抢救患者%却忘记了保护自己%未遵守

普遍性防护原则'在一个侧面也说明相当一部分医

务人员艾滋病预防知识的贫乏%对职业暴露危险性

认识不足!

&

"

%以致其在医疗工作中警惕性不高%自我

防护意识淡薄%

81C

职业暴露的危险性增高'

&-!-!

!

81C

职业防护知识水平低
!

本院从
!""+

年下半年起陆续出现因其他疾病就诊时
81C

确证

阳性病例'尽管医院感染管理科针对性地通过讲

座&网络培训等形式进行艾滋病知识的相关培训%但

因为没有亲自接触%其心理上认识不充分%对职业防

护知识和方法不熟悉'本调查数据显示%暴露的
&(

名医务人员中%接受过艾滋病相关知识培训者
&&

人+但从该起
81C

职业暴露后的紧急处理来分析%

能严格按规范要求实施急救处理者仅占
!-*#G

#

%

人$%真正在发生职业暴露后
%"#%)

之内立即处理

者仅占
&(-%%G

#

%&

人$%而其余
(&-#'G

的医务人

员因处理方式不正确而导致暴露时间长%或者不知

道如何应急处理'

&-!-&

!

职业暴露后出现严重的焦虑和恐惧
!

许多

医务人员潜意识里认为艾滋病的威胁离自己很遥

远%而当事情突然发生在自己身边时往往感到措手

不及%不知道如何应对'表现为坐立不安&失眠&头

痛&恶心&烦躁&焦虑&孤独感&与家人出现接触障碍%

叙述的过程中出现哭泣&无助感&无知行为&无法正

常工作&反复咨询&寻求保证和心理支持'

&-&

!

今后的职业防护策略
!

充分利用医院感染管

理科提供的培训资源%各科室抓住职业暴露事件发

生后产生的轰动效应%利用晨会交班等形式进行有

针对性的教育和培训%从思想上提高各科医务人员

的职业防护意识%加强标准防护工作的重要性认识+

另外%利用医院培训体系%及时听取感染科专家关于

艾滋病的诊治&职业暴露防护及发生后处理具体环

节的专题讲座+各科室也可以针对性地为暴露机会

多的医务人员准备防护用具%如护目镜&防护衣裤及

靴等'这样就可以做到再出现
81C

阳性患者时%沉

着应对%及时诊断%杜绝医务人员职业暴露发生后出

现的恐慌现象'医院管理系统将过程控制理念应用

于艾滋病职业防护中%建立规章制度%制定标准的职

业暴露防护程序并加强过程控制中相关细节的管

理!

)

"

'一旦发生职业暴露%予以及时处理%并汇报上

级单位%进行充分评估和认证%从治疗&监测&心理上

进行及时的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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