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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该文旨在调查实习护士针刺伤的情况、原因，为预防和降低实习护士发生针刺伤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对2017年6月~2021年4月在陕西省人民医院临床教学医院的120名实习护士进

行针刺伤情况的统计，用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得到数据。结果：参与调查的115名实习护士中针刺伤

率为77.39%，针刺伤在加药过程中发生率最高，占22.46%，其次针头放入锐器盒时，占11.93%，存

在回套针帽、针头与其他医疗垃圾混放等这些因素的实习护士针刺伤明显高于无这些相关因素的实习护

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实习护士面临着针刺伤的风险，自我防护意识差，操作不规范，因此加

强岗前培训及在职教育，提升实习护士的自我防护意识，减少针刺伤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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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and cause of needle injury in In-
tern nurses,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eventing and re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needle 
injury in Intern nurses. Methods: In the form of questionnaire, 120 Intern nurses in the cli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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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Hospital of Shaanxi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from June 2017 to April 2021 were sta-
tistically analyzed with SPSS 20.0 to obtain the data.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ate of 
acupuncture injury was 77.39% in 115 interns, and the rate of acupuncture injury was the highest 
in the course of dosing, which accounted for 22.46%, followed by the needle into the sharp box, ac-
counted for 11.93%, the back sleeve needle cap, needle and other medical waste mixed with these 
factors such as the practice of nurses needle acupuncture injury obviously without these related 
factors of the internship nurse,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practice 
nurse is faced with the risk of acupuncture injury, the consciousness of self-protection is poor, the 
operation is not standardized, so strengthen pre-job training and in-service education, improve the 
consciousness of self-protection of practice nurses,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needle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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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针刺伤是指由各种注射器、穿刺针、缝针等医疗利器刺伤深层皮肤引发出血的意外伤害[1]。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健康问题，住院患者比以往增多，加上优质护理服务

理念的提出，护理工作超负荷，针刺伤的发生率也越来越高[2]，特别是实习护士，没有丰富的临床工作

经验，尚未意识到针刺伤的严重性，以及由此造成的危害性。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监测结

果显示，每年最少发生 100 万次针刺伤，而被刺伤的人数中护理人员占 80% [3]。可造成 20 多种传染性

疾病，最严重的是感染艾滋病毒，乙肝病毒。还有研究表明，护士在针刺伤人群中占 67.2% [4]。针刺伤

不仅造成实习护士身体上的伤害，而且还给其心理上带来沉重的负担，严重影响实习护士在以后工作中

的积极性。实习护士由于临床经验不足、未掌握防护对策、临床技术不过关，在实习过程中更容易发生

针刺伤。为了解实习护士针刺伤情况，调查陕西省人民医院实习护士，分析针刺伤原因，从而提出对策，

可以极大降低针刺伤发生率，并且有效的处理针刺伤，从而保障实习护士身心健康，促进其以后工作的

积极性，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护理服务，以促进患者康复。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调查对象为 2017 年 6 月~2021 年 4 月在陕西省人民医院临床教学医院的 120 名实习护士。 

2.2. 方法 

参照毛秀英[5]自行设计的实习护士针刺伤调查问卷进行研究，共分为 3 部分：第一部分为实习护士

一般情况，性别、学历；第二部分为针刺伤情况，针刺伤次数、发生阶段、针刺伤环节、一般原因；第

三部分为针刺伤的相关因素，针帽是否回套、带教老师是否培训、针头与其它医疗垃圾是否混放、是否

经常给躁动患者注射、是否经常处理裸露针头、操作是否戴手套、是否经常用手分离针头，对随机选取

的 120 名实习护士进行回顾性问卷调查，要求每个调查对象根据自己实际情况作答。该研究已通过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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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数据应用 SPSS 20.0 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χ2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实习护士针刺伤一般情况 

随机发放问卷调查 120 份，回收 115 份，其中女生 100 人，男生 15 人，本科生 53 人，专科生 61 人，

研究生 1 人，P >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针刺伤的发生与性别没有关系，P ≤ 0.05，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表明学历与针刺有一定关系，且学历越高针刺伤率越低，具体结果见下表 1。 
 
Tabl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l situation and acupuncture injury 
表 1. 一般情况与针刺伤的关系 

项目 分类 发生针刺伤(人) 未发生针刺伤(人) χ2 值 P 值 

性别 
男 12 3 

0.0052 P > 0.05 
女 77 23 

学历 

本科 37 16 

47.035 P < 0.05 专科 52 9 

研究生 0 1 

3.2. 实习护士针刺伤次数情况  

对实习护士发生针刺伤次数的分析结果如下表 2 所示，被调查的 115 名实习护士有 89 名发生针刺伤，

针刺伤发生概率为 77.39%，针刺伤的发生共 115 次。 
 
Table 2. Number of acupuncture injuries of practice nurses 
表 2. 实习护士发生针刺次数伤情况 

发生针刺伤(次) 人数(人) 构成比(%) 

0 
1 
2 

2 次以上 

26 
46 
16 
27 

22.61 
40 

13.91 
23.48 

合计 115 100 

3.3. 针刺伤的不同实习阶段比较 

对实习护士发生针刺伤时间段的分析结果如下表 3 所示。实习护生发生针刺伤在实习 1~3 月份发生

率最高，达 74.78%，在实习中期下降，后期稍微上升。 
 
Table 3. The occurrence of acupuncture injury in the internship stage 
表 3. 针刺伤发生的实习阶段  

实习阶段(月) 次数(次) 构成比(%) 

1~3 
4~6 
7~9 

86 
10 
19 

74.78 
8.70 

16.52 

合计 1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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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针刺伤的操作环节比较 

对实习护士发生针刺伤的操作环节分析结果如下表 4 所示，针刺伤在配药时发生率最高，占 22.46%，

其次，针头放入锐器盒中，占 11.93%。 
 
Table 4. Operation links of acupuncture injury 
表 4. 针刺伤发生的操作环节 

针刺伤发生环节 次数(次) 构成比(%) 

加药过程中 
注射或采血时 

测指尖血糖时被刺伤 
取注射器或输液器针头时 
抽好的动脉血封上胶塞时 
手术传递器械时被刺伤 

拔针时 
针帽回套 

针头放入锐器盒时 
分离针头时 
被别人刺伤 

其他 

64 
19 
17 
16 
13 
15 
24 
24 
34 
22 
12 
25 

22.46 
6.67 
5.97 
5.61 
4.56 
5.26 
8.42 
8.42 

11.93 
7.72 
4.21 
8.77 

合计 285 100 

3.5. 针刺伤的一般原因比较 

对实习护士发生针刺伤的原因分析结果如下表 5 所示，针刺伤大多数原因由于操作不规范，占

21.99%，其次由于工作忙乱、粗心，占 18.26%。 
 
Table 5. Common causes of acupuncture injury 
表 5. 针刺伤发生的一般原因 

针刺伤的原因 人数(人) 构成比(%) 

工作忙乱、粗心 
防范意识淡薄 

技术不熟、紧张 
操做不规范 
针头处理不当 
病人不配合 

工作量太大、太忙 
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带教未做到放眼不放手 
其他 

44 
37 
15 
53 
34 
8 

14 
7 
5 

24 

18.26 
15.35 
6.22 

21.99 
14.11 
3.32 
5.81 
2.91 
2.07 
9.96 

合计 241 100 

3.6. 针刺伤的其他相关因素 

对实习护士发生针刺伤的其他相关因素分析结果如下表 6 所示，双手回套针帽、针头与其他医疗垃

圾混放、未进行相关针刺伤培训、用手分离针头、经常给躁动患者注射、操作时未带手套、经常处理裸

露的针头，有这些因素的实习护士发生针刺伤概率明显高于没有这些相关因素的实习护士，这些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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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Influence of related factors on the occurrence of acupuncture injury 
表 6. 相关因素对针刺伤发生的影响 

相关因素 发生针刺伤 未发生针刺伤 χ2 值 P 值 

经常双手回套针帽 63 3 28.88 P < 0.05 

很少双手回套针帽 26 23   

针头与其它医疗垃圾混放 71 2 45.09 P < 0.05 

针头不与其它医疗垃圾混放 18 24   

带教老师进行相关的培训 35 24 22.61 P < 0.05 

带教老师未进行相关的培训 54 2   

经常用手直接分离针头 74 2 51.15 P < 0.05 

很少用手直接分离针头 15 24   

经常给躁动患者注射 60 2 28.89 P < 0.05 

很少给躁动患者注射 29 24   

经常处理裸露的针头 71 5 32.91 P < 0.05 

很少处理裸露的针头 18 21   

操作时戴手套 33 25 28.09 P < 0.05 

操作时未带手套 56 1   

4. 讨论 

护理人员最常见的职业损伤是针刺伤，尤其是实习护士，因为刚步入临床不久，实习前并没有进行

统一的职业安全教育，防护知识缺乏，防护意识差，操作技能不足，临床经验较少，几乎每个实习护士

都经历过针刺伤[6]，但是上报针刺伤的护士很少，据研究表明，发生针刺伤上报登记的护士只占 25% [7]。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主要为女性，占 86.96%，男性占 13.04%。从表 1 可知针刺伤的发生与性别无关，与学

历有一定关系，且学历也高，针刺伤发生率越低，可能与学历越高对基础知识掌握程度高有关。本研究

中 115 名实习护士有 89 名发生针刺伤，发生率 77.39%，与罗小萌[8]研究结果相符合。稍低于李秀川[9]、
高雪桥的研究[10]，这可能与李秀川研究对象为专科实习生有关，高雪桥研究时间稍早，留置针的使用尚

未广泛普及有关。较肖珊[11]的研究高，可能与本研究调查对象所在医院提倡优质护理服务，护理工作繁

忙有关。 
在对实习护士发生针刺伤情况的统计分析结果中我们发现： 
实习护士发生针刺伤的高危时间段为实习 1~3 月份，此阶段实习护士刚进入临床不久，经验不足，

对医院的环境、流程及护理操作不熟悉，但又对临床实习又充满向往，积极性高，因此给急于操作，易

掉以轻心而发生针刺伤。实习 4~6 个月发生率降低，实习护士通过不断地学习实践，有了一定的临床经

验，对医院的规章制度，一般护理流程逐渐熟悉掌握，逐渐适应临床，所以针刺伤发生率最低。实习 7~9
月份针刺伤发生发生率稍微有点升高，这可能与实习护士在实习后期自主性下降有关，越到实习后期，

实习护士对护理知识的求知欲逐渐下降、护理操作积极性下降、注意力下降、警惕性下降，容易处于放

松状态，因此这个时间段，针刺伤发生率稍微回升。 
实习护生针刺伤发生的高危环节为配药，其次为处理废物过程中将针头放入锐器盒中，三甲医院病

患多、病情较重、加药次数多，配药环节复杂、工作繁重，双手回套针帽频发，操作不规范等原因均易

造成实习护士在加药过程中被刺伤；其次，锐器盒过满(> 2/3)，徒手置针头于锐器盒中等不规范操作，

也易造成针刺伤；临床上输液、采血等操作大多都在患者床旁进行，易被其他人碰撞而导致在为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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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的实习护发生针刺伤，再者实习护士为患者进行治疗时一般都只携带治疗盘，治疗盘放置空间有限，

容易将针头与其他医疗废物混放，徒手处置医疗垃圾过程中也易造成针刺伤；此外未掌握穿刺技巧，力

度未控制不佳，在注射或抽血时，很容易刺伤自己；拔针过程中未固定好针头，针尖还可以任意活动，

这样就很容易扎伤自己，还有临床护士配比不足，实习护士在操作中易受其他病人的干扰，容易分心而

被刺伤；还有临床工作量大，实习护士经常帮老师处置不规范放置的医疗垃圾，医疗垃圾第二次处理也

是实习护士针刺伤的原因。 
实习护士发生针刺的最重要原因为操作不规范，其次为工作忙乱、粗心，还有自我防护意识淡薄。

这可能与实习护士未能正确掌握规范的护理操作有关，临床上护理工作量大，带教老师忙于自己的护理

工作，未对实习护士做到放手不放眼；护士配比不足，护理工作繁忙，实习护士忙乱，未能调整好工作

状态，容易粗心而造成针刺伤；实习医院没有重视实习护士的职业防护知识，未对实习护士做出全面的

针刺伤防护措施培训，使得实习护士对针刺伤后果认识不足，防护意识淡薄，从而容易发生针刺伤。 
针刺伤发生的高危因素有双手回套针帽、针头与其他医疗垃圾混放、未进行相关针刺伤培训、用手

针刺伤发生的高危环节分离针头、经常给躁动患者注射、操作时未带手套、经常处理裸露针头，这些危

险因素在临床中都属于针刺伤的高危动作，调查中 57.39%的实习护士使用双手回套针帽，美国 CDC 早

在 1987 年在全面性防护措施中提出禁止用双手回套针帽[12]。然而，在临床护理操作中这一现象仍普遍

发生，双手回套针帽是造成针刺伤的最危险动作[8]。49.56%的实习护士为患者采血或接触患者体液操作

的操作时从来不戴手套。有一项调查显示，如果有一针头扎破一层橡胶手套，医务人员接触的血量比未

带手套少 50%以上[13]。发生这些高危因素还可能与其他原因有关，实习护士方面：操作不熟练、不规

范，安全执业意识不强，临床工作量大，防范意识差等原因有关。患者方面：没有与患者做到有效的沟

通，导致患者不信任，还有患者因病情导致神志不清、心里紧张容易产生躁动，因此容易导致为其进行

护理操作的护士发生针刺伤。物质方面：很多医院未设立静脉配置中心，还有医院的条件的不足以提供

手套给每位实习护士，垃圾处置分配不合理也容易造成实习护士针刺伤。 
为减少针刺伤的发生，降低针刺伤造成的危害，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做出防护对策。1) 职业防护教育

与训练：职业防护训练有利于其对防护知识的掌握，加深对职业防护的理解[14]。有学者研究发现，职业

安全教育可以有效减少职业暴露并且预防针刺伤[15]，因此实习护士在校期间，加强职业防护的理论知识，

在实习前医院应安排岗前教育，多讲解怎样预防针刺伤,如何去处理针刺伤，怎样填写针刺伤登记表并且

如何上报。2) 带教老师方面：医院应当为实习护士选择经验丰富、认真负责的带教老师，多进行操作示

范，对易发生针刺伤的环节除了口头讲解外，还要亲自示教，以加深其印象，还应抽查实习生掌握情况。

病区应不断考核带教老师，考核通过才有资格为实习生带教。3) 操作习惯方面：正确处置用过的注射器

针头、治疗盘。为病人进行治疗期间，且不可为了方便快捷，而违反正规操作程序，并且操作时养成戴

手套的习惯，用过的针头不要对着自己和别人，不用手直接手分离针头，利器盒装满 2/3 时应及时密封

后分类处理。4) 安全的医疗器材方面：医院管理者应积极改善医疗条件，使用有安全保护装置的产品，

如可伸缩针头的注射器、装有保护套的注射器，用于单手将针头套上针帽的装置等，还有研究表明，使

用安全留置针可以有效的减少针刺伤的发生[16]。 
结论：临床实习护士针刺伤现象普遍存在，发生率高且易引起职业损伤或血源性传染病，其普遍性

的存在说明实习护士职业防护意识差及临床操作技能水平较低。因此，医院学校要做好实习护士职业防

护教育，在实习护士学习过程中贯穿和加强职业防护知识教育，临床技能的培训、改变不良的工作习惯

和行为、以及个人防护用具的使用，减少针刺伤的发生率，降低其危害，确保实习护士身心健康地工作

和生活，为实习护士将来进入临床护理工作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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