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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某三级综合医院医务人员职业暴露调查

李文玉，邹艳艳，甄亚琴，丁　清

（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

［摘　要］　目的　了解某三级综合医院医务人员职业暴露情况，分析职业暴露发生原因及预防对策。方法　对某

院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４例发生职业暴露的医务人员进行调查。结果　暴露人群中，护士所占比率最高

（５９．７０％），其次是医生（１９．４０％）、医技人员（９．７０％）。职业暴露主要原因为锐器管理不规范（占４６．２７％，

６２例），其次为操作意外（占４２．５４％，５７例）、防护措施不足所致（占１１．１９％，１５例）；暴露方式以锐器伤为主（占

９４．７８％，１２７例），黏膜接触暴露占５．２２％（７例），暴露源不明确者占４２．５４％，暴露源明确者占５７．４６％，其中乙型

肝炎病毒（ＨＢＶ）、丙型肝炎病毒（ＨＣＶ）、梅毒螺旋体（ＴＰ）、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分别占３５．８２％、１２．６９％、

３．７３％、２．２４％；ＨＢＶ、ＨＣＶ合并感染占２．２４％（３例）；ＨＩＶ、ＨＢＶ、ＨＣＶ、ＴＰ合并感染占０．７４％（１例）。职业暴

露后正确处理率为９５．５２％。结论　护士是职业暴露高危群体，做好职业防护，并规范锐器管理，可以减少医务人

员职业暴露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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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暴露是医务人员常见的职业安全问题，加

强职业暴露防护，保护医务人员健康与安全，是医院

感染管理的重要工作内容［１］。对本院 ２０１０ 年

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医务人员血源传播性疾病职业

暴露情况进行调查，以了解其特点及危险因素，减少

职业暴露的发生。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医院

感染管理科监测的发生血源传播性疾病职业暴露的

医务人员，包括实习生、进修人员和保洁员等，共

１３４例。

１．２　调查方法　医务人员发生职业暴露后向医院

感染管理科报告，填写《医务人员职业暴露登记表》，

医院感染管理科工作人员根据填报表格进行回顾性

分析。

１．３　调查内容　主要有４个方面：（１）血源传播性

疾病职业暴露医务人员工种分布；（２）暴露原因；（３）

暴露方式；（４）暴露源污染情况。

２　结果

２．１　工种分布　１３４例医务人员职业暴露中，护士

最多（占５９．７０％），其次是医生（占１９．４０％），医技

人员最少（占９．７０％）。见表１。

表１　各年度发生职业暴露医务人员工种分布

犜犪犫犾犲１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ＨＣＷ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ｅｖｅｒｙｙｅａｒ

工种 例数
构成比

（％）

各年度（例）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护士 ８０ ５９．７０ ２０ ２５ １７ １８

医生 ２６ １９．４０ ６ ８ ８ ４

保洁员 １５ １１．２０ ３ ５ ７ ０

医技人员 １３ ９．７０ ２ ４ ６ １

合计 １３４ １００．０ ３１ ４２ ３８ ２３

２．２　暴露原因　发生职业暴露的主要原因为锐器

管理不规范和操作意外，其引起的职业暴露分别达

４６．２７％、４２．５４％，防护措施不足所致的职业暴露占

１１．１９％。见表２。

２．３　暴露方式　以锐器伤为主，占９４．７８％，其中

空心针刺伤最多，占６３．４３％；黏膜接触占５．２２％。

见表３。

表２　各年度医务人员职业暴露原因

犜犪犫犾犲２　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ａｍｏｎｇ ＨＣＷｓ

ｅｖｅｒｙｙｅａｒ

暴露原因 例数
构成比

（％）

各年度（例）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锐器管理不规范 ６２ ４６．２７ １５ ２３ ２２ ２

操作意外 ５７ ４２．５４ １１ １３ １２ ２１

防护措施不足 １５ １１．１９ ５ ６ ４ ０

合计 １３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１ ４２ ３８ ２３

表３　 各年度医务人员职业暴露方式

犜犪犫犾犲３　 Ｍｏｄｅｓｏｆ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ａｍｏｎｇ ＨＣＷｓ

ｅｖｅｒｙｙｅａｒ

暴露方式 例数
构成比

（％）

各年度（例）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锐器伤 １２７ ９４．７８ ３０ ４１ ３４ ２２

　空心针 ８５ ６３．４３ １９ ３０ ２２ １４

　实心针 １８ １３．４４ ２ ５ ６ ５

　刀片剪刀 ８ ５．９７ ４ ３ １ ０

　其他锐器 １６ １１．９４ ５ ３ ５ ３

黏膜接触 ７ ５．２２ １ １ ４ １

合计 １３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１ ４２ ３８ ２３

２．４　暴露源　暴露源不明确者占４２．５４％，暴露源

明确者占５７．４６％，其中乙型肝炎病毒（ＨＢＶ）、丙型

肝炎病毒（ＨＣＶ）、梅毒螺旋体（ＴＰ）、人类免疫缺陷

病毒（ＨＩＶ）分别占 ３５．８２％、１２．６９％、３．７３％、

２．２４％；ＨＢＶ、ＨＣＶ 合并感染３例，占 ２．２４％；

ＨＩＶ、ＨＢＶ、ＨＣＶ、ＴＰ合并感染１例，占０．７４％。

见表４。

表４　各年度暴露源情况

犜犪犫犾犲４　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ｅｖｅｒｙｙｅａｒ

暴露源 例数
构成比

（％）

各年度（例）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ＨＢＶ ４８ ３５．８２ １１ １７ １２ ８

ＨＣＶ １７ １２．６９ ４ ５ ４ ４

ＴＰ ５ ３．７３ ０ １ ４ ０

ＨＩＶ ３ ２．２４ １ １ １ ０

ＨＢＶ、ＨＣＶ ３ ２．２４ １ １ １ ０

ＨＩＶ、ＨＢＶ、ＨＣＶ、ＴＰ １ ０．７４ １ ０ ０ ０

不明 ５７ ４２．５４ １３ １７ １６ １１

合计 １３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１ ４２ ３８ ２３

２．５　职业暴露后处理情况　１３４例医务人员职业

暴露中，除６例工作人员因抢救患者无法及时进行

暴露后处理外，其他人员发生血源传播性疾病职业

暴露后均及时处理，正确处理率为９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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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随着血源性传播疾病患者和各种有创诊疗操作

的日益增多，医务人员发生血源传播性职业暴露的

风险也不断增大。本院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床位

数１０５０张，医务人员１４００余人。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

４年期间医务人员上报职业暴露１３４例，其中护士

（含实习生）发生血源传播性疾病职业暴露最多，占

５９．７０％，与相关报道
［２３］一致。护士的高暴露率可

能由两方面的原因引起：一方面护士从事抽血、输液

穿刺等操作多，医疗工作负担重，疲劳影响行为的准

确性和协调性，增加了职业暴露发生的可能性［４］；另

一方面护士在医务人员中比例较多，人群基数大［５］。

发现职业暴露主要原因为锐器管理不规范（占

４６．２７％），如锐器混放入普通医疗废物中、锐器盒过

满、回套针头等。本组调查中１５例保洁员所发生职

业暴露的原因均为锐器混放、锐器盒加盖不严或锐

器外露所致。保洁员负责医疗废物处置工作，医务

人员锐器物用后如未按要求规范处理，易造成伤害，

应加强管理予以避免；由于防护措施不足，如在穿刺

操作时未戴护目镜、面罩等所致的职业暴露占

１１．１９％。职业暴露中暴露源明确为血源性传播疾

病的占５７．４６％，其中 ＨＢＶ 居多（占３５．８２％），

ＨＣＶ次之，占１２．６９％，与人群中 ＨＢＶ与 ＨＣＶ感

染比例一致。新疆地区人群ＨＩＶ感染率较高
［６］，暴

露源中ＨＩＶ阳性率也高于其他地区的报道
［２，５］。暴

露源不明确占４２．５４％，多由于针头或其他伤害锐

器混放入医疗垃圾，其他医务人员在处理医疗垃圾

时被刺伤，１５例保洁员锐器伤均源于此，均无法追

踪暴露源污染情况。暴露方式以锐器伤为主，空心

针（包括输液器针头和注射器针头）刺伤最多［７］，占

６３．４３％，与发生职业暴露者多为护士有关。

综上所述，护士是医务人员职业暴露的高危群

体，做好职业防护并规范管理锐器可以减少医务人

员职业暴露发生。医院管理者应加强职业安全培

训，提高医务人员自我防护意识，推广标准预防措

施，针对穿刺操作、处置医疗废物等职业暴露发生的

高危环节，应加强监督与管理，减少职业暴露的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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