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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职业暴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医务工作者是发生职业暴露的高危群体，尤

其是护理人员。本文从职业暴露的现状出发，探究职业暴露的原因，总结降低职业暴露的管理对策，最

后对临床护士职业暴露的防护管理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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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times, occupational exposure has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ealthcare workers are at high risk of occupational exposure, especially caregiv-
er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ccupational exposure, explores the causes 
of occupational exposure, summarizes the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to reduce occupational 
exposure, and finally analyzes the protection management of occupational exposure of clinical 
n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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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职业暴露是指医护、实验室、后勤人员以及有关工作人员在职业活动中，通过眼、口、鼻及其他黏

膜破损或非胃肠道接触含血液或其他潜在传染病物质，而具有被感染可能性的状态[1]。它经常出现在临

床诊疗或护理活动中，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报告，每天约有 300 万卫生工作

者因针刺或锐器受伤而接触血液或体液[2]。近年来，医务人员发生职业暴露的人数逐年上升，暴露类型

也各种各样，因此职业暴露越来越受到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医院感染管理科的重视[3]。本文综述了与临床

护理相关的职业暴露防护管理，旨在加强对临床护士职业暴露的了解，提高临床护士的身心健康。 

2. 职业暴露的现状 

2.1. 职业暴露人群 

据非洲的一项研究报道，医生(不包括外科医生)、护士(包括助产士和护理助理)和实验室工作人员(包
括实验室技术人员)的职业接触率为 46.6%、44.6%和 34.3% [4]。Kocur [5]等在波兰某医院的研究显示，

从 2006年到 2015年受职业影响最大的职业群体是护士/助产士，这一职业群体占所有暴露人群的 41.2%。

郑州某医院共登记上报血源性职业暴露 151 例，其中护士 89 例，占职业暴露总人数的 58.94%；医生 60
例，占职业暴露总人数的 39.74%；护工 2 例，占职业暴露总人数的 1.32% [6]。安徽某医院 74 名职业暴

露中，护士占 41 名，占总暴露人数的 55.41%；其次是医生 25 人，占总暴露人数的 33.78%、还有实习护

士，占总暴露人数的 10.81% [3]。从国内外的研究数据来看，护士占职业暴露的比率都较大，因此职业

暴露也是临床护理工作中的一大危险因素。作为临床护士要提高对职业暴露的认识，加强自身防范。 

2.2. 职业暴露途径 

Mengistu DA [7]等对世界 14 个国家、10,233 名医务工作者进行了 18 项研究发现，全世界在职业生

涯中，医务工作者针刺伤的流行率分别为 56.2%。Bekele T [8]等在埃塞俄比亚某医院的研究也表明针刺

伤是医务人员的职业危害，每天都会通过受污染的针头和其他尖锐物体接触到致命的血液传播的病原体，

终生针刺伤和尖锐损伤的患病率为 37.1%。Welder Samuel E [9]等在非洲某地进行了基于设施的横断面研

究。共有 444 人参与，研究发现在研究前 12 个月和整个工作之前的 12 个月中，针刺伤的患病率分别为

25.9%和 38.5%，近三分之一(31%)的伤害发生在急诊室，而针头回套会遭受针头和其他尖刺伤害的可能

性高 4.3 倍。国内童书蓉[10]等的研究中也表明，职业暴露最常见的途径为锐器损伤，占 85.95%，其中

针头回套占 31.40%。陈萍[11]等调查显示，我国暴露方式以锐器伤占首位，针头是造成锐器伤的主要锐

器，其中护理人员发生率最高占 67.75%。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来看，职业暴露最主要的方式是针刺伤，其

中导致针刺伤的最大原因是针头回套。作为临床护理人员在平时护理工作中最易接触此类损伤，应在平

时工作中小心谨慎，切断暴露途径。 

2.3. 职业暴露感染的病原体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每年通过皮下接触血液病原体的占 300 万，其中 200 万、90 万和 17
万名卫生保健工作者/专业人员分别接触乙型肝炎病毒(7 万感染)、丙型肝炎病毒(15 万感染)和人类免疫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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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病毒(500 名感染)，其中 90%以上发生在发展中国家[12]。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可以通过针刺进行血源

性感染的病毒种类较多，约有二十多种，其中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乙型肝炎病毒(HBV)、丙型肝炎

病毒(HCV)和梅毒是四种最常见的血源性传染病毒[13]。陈萍[11]等的调查中医务人员职业暴露 442 例有

病原的主要以乙肝(HBV)为主，占调查总数的 32.25%；其次为梅毒，占 12.75%；艾滋(HIV)，占 5.63%；

丙肝(HCV)，占 2.50%。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造成全球卫生负担，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医务工作

者，包括护士和助产士，职业暴露患这种疾病的风险更高[14]。虽然国内外数据略有差异，但是总体来说

发展中国家的医务人员感染肝炎病毒的风险更高，所以作为临床工作人员要以预防为主提高接种率，以

治疗为辅做好预后追踪工作。搜索国内“护士职业暴露”相关研究主题文献的高频关键词集中在：“职

业暴露”、“护士职业暴露”等如图 1。 
 

 
Figure 1.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 the literature on the research topic of 
“occupational exposure of nurses” 
图 1. “护士职业暴露”相关研究主题文献的高频关键词 

3. 职业暴露的原因 

3.1. 文化教育因素 

我国目前对护理专业的教育还不够重视，许多低层次的学校大量招生导致这些学生进入临床后理论

基础不扎实，有较大安全方面的隐患。姜贺[15]等研究结果也表明，已实习时长、学历、是否参加过防护

管理培训或学习过相关课程许多低学历护生仍缺乏应有的医疗风险知识有关。参加过防护管理培训或学

习过相关课程的实习护生得分高于没有学习过的护生。提高办学质量，加强对不合格卫生类办学学校的

治理问题，控制职业中专等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办学资质，加强审核和监督加强是对办学单位的资质考核

和办学过规模，不能因为招生人数的上涨，降低教学质量，如果教育跟不上，降低了学生的能力，临床

上无法使用就根本做一个有用的医护人员[16]。我们要提高对护理人员的基础教育同时扩招高学历层次人

才加强科研能力。 

3.2. 社会心理因素 

由于护理人员社会地位有限并存在长期医患关系，同时工薪不匹配且平时检查多考核多导致临床护

士心理压力变大。彭双双[17]等的研究表明医务人员职业暴露伤害总体风险指数为 3.93，最高的是工作环

境的身心伤害，风险指数达 5.29，其次是生物性伤害，风险指数为 3.75。其余的物理性伤害、化学性伤

害及事故性伤害的风险指数相对较低，分别是 3.00、3.03、2.89。总体而言，医务人员自评职业风险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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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医务人员因工作环境导致的身心伤害风险最高，说明就医务人员自身认知而言，因工作环

境造成的身心伤害问题已较为突出。Welder Samuel E [9]的研究表明，每周工作时间超过 40 小时的受访

者比每周工作少于或等于 40 小时的受访者更有可能发生职业暴露，对工作不满意的研究参与者比满意者

更容易发生职业暴露。因为这些因素产生的压力和情绪低落，容易导致在预防职业接触方面对健康和安

全问题遵守不力。综合以上所述可知，心理压力，工作时长，职业满意度对导致职业暴露有较大影响。 

3.3. 管理职能因素 

职能部门和科室监管不到位。职能部门只发文、出规定、查资料，亲临一线指导少，科室只注重工

作效率，忽视职业安全，也是造成职业暴露发生的原因[16]。医院以及科室管理人员未深刻意识到职业暴

露后果的严重程度，对护士相关方面的教育培训力度不够，缺乏健全的职业暴露防护机制[18]。目前临床

上的科室对于职业暴露没有一套完整的垂直的体系，并且对于预后的追踪没有直接的监管制度，加上由

于少数科室人力资源不足导致的超时工作没有合理的排班。综合以上发现管理也是职业暴露的一大因素。 

4. 降低职业暴露的管理对策 

4.1. 职业暴露的管理 

针对目前临床护士职业暴露的现状，要求医院内部成立专门的职业安全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护理人

员的临床操作规范性要求以及其他制度性内容等进行研究，完善规章制度，要求临床护士严格遵守。组

织专业人员对临床护士进行工作指导，使其端正工作态度，充分了解职业暴露的风险，使其强化自我防

护的意识，并掌握正确的自我防护方法。医院内部还要加大巡查力度，随时抽查各个科室临床护士的职

业规范性操作情况，定期检查护理人员是否存在职业暴露情况，引导护理人员相互之间进行自查和互查

[19]。制定职业暴露防护标准能有效降低医务人员的职业暴露，国家方面，通过立法完善法律层面关于职

业暴露方面的防护标准；医院方面，建立医务人员职业暴露垂直管理体系；个人方面，加强对各个科室

的摸排并针对性的对个人进行职业暴露方面的健康教育。作为管理层要多下到基层实地了解情况，专门

安排针对职业暴露防护的系统培训并考核，健全对于暴露后预后追踪。 

4.2. 职业暴露后的处理 

首先使用过后的护理操作器械一定要按照规定放置、收回、处理，杜绝随意丢放，以免二次职业暴

露情况的发生。如使用过的锐器，一定要放置在锐器盒中，避免对护理人员产生事故性危害。如若在护

理操作过程中发生了职业暴露事件，还需要护理人员掌握一定的紧急处理知识，降低疾病感染的发生率。

如被针头刺伤后，应立即挤压伤口部位，使感染血液流出，然后利用流动的水进行冲洗，最后再用碘酒

或酒精进行消毒处理[20]。紧急处理之后，立刻报告护士长由护士长了解情况后上报护理部。而后进行相

关检查，根据检查情况安排免疫接种、预防用药和追踪观察。郝香玲[21]等对广东省某医院 120 例职业暴

露的医务人员进行挤压、冲洗伤口和消毒伤口等后续治疗后，经过 6 个月的追踪调查，无 1 例出现感染。

张鸿[22]等的研究同样发现对 86 例职业暴露者进行定期随访(最长期限为 6 个月)发现，未出现因职业暴

露导致血源性病原体感染的情况。事实说明在进行紧急处理和后续治疗后能有效降低职业暴露。 

4.3. 关于护理人员的教育 

减少临床护士职业暴露的根源是要加强对护理人员关于职业暴露的基础教育。Belache Yb [23]等的研

究医院表明的具体安全防范措施和基本感染预防在职培训可以改善护士的安全实践，从而减少在职危害，

他们发现护士的安全直接取决于护士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识别和控制与工作特定的各种职业危害。国内的

童书蓉[10]等经过研究也发现临床护士的职业暴露直接与我国的护理教育体系中缺乏职业暴露防护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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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张昕竹[24]也认为医务人员职业感染的风险意识是影响职业感染风险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定期组织

护士进行标准预防知识和防护技能的培训，制定安全合理的防护措施，规范操作程序，特别是对新上岗

的年轻护士，必须进行院内感染知识培训。除了基础防护教育，Garneeshlag R [25]等建议举办以安全使

用尖锐物体的新方法为重点的培训方案对临床护理人员来说也很重要，他认为遵守安全原则和标准，加

强人员的实际技能，并更加注重临床操作，如避免针头回套，可以减少临川职业暴露的风险。综合以上

所述，我们首先应加强临床护士的基础教育，增加职业暴露防护培训。其次，针对护士进行尖锐物体的

培训。达到减少护理人员职业暴露的目的。 

5. 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对临床护士职业暴露防护管理进行了综述。首先，从职业暴露的现状来说，发展中

国家的临床护士发生职业暴露的比率最高。其次，文化教育、社会心理和管理职能是本文职业暴露的主

要原因，最后，建议从职业暴露的管理、暴露后的管理及加强护理人员的教育等方面来降低职业暴露。

从本文及查阅的文献来看，我认为职业暴露的管理方面还存在不足。第一，上报的手续比较繁琐且较为

模糊，导致很多护士被针刺伤后觉得麻烦而不上报。第二，关于职业暴露法律层面的管控较少。第三，

对临床新护士的管理较为不合理，比较多的关注实操方面和专业知识而忽略了对护理人员的暴露防护教

育。因此要把职业暴露防护管理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关注临床护士的身心健康，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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