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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分析急诊科护理人员职业暴露后的预防现况与影响因素。方法：通过线上问卷采用简单随机

抽样的方式选取本市三级以上医院的急诊科护士共280例作为研究对象，调查急诊护理人员的一般资料

与职业暴露后预防处理能力，分析现况与影响因素。结果：预防处理问卷调查总体得分为(35.23 ± 3.68)
分。急诊工作年限越长、进行职业暴露处理流程培训、有完善的职业暴露处理流程以及定期分析职业暴

露原因的护理人员，其职业暴露后预防处理问卷得分越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工作

年限不足、医院没有进行职业暴露处理流程培训、科室无职业暴露处理流程以及没有定期分析职业暴露

原因，是影响护理人员职业暴露后预防处理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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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prophylactic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ursing staff 
after occupational exposure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Methods: A total of 280 emergency 
nurses from grade III and above hospitals in the city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rough 
the online questionnaire by simple random sampling. The general data of emergency nurses and 
the ability of occupational post-exposur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overall score of the preventive 
treatment questionnaire was (35.23 ± 3.68). Nursing staff with longer working years in the emer-
gency department, occupational exposure management process training, complete occupational 
exposure management process, and regular analysis of occupational exposure causes had higher 
scores in the post-exposure prophylaxis questionnaire,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
cant (P < 0.05). Conclusion: Insufficient working years, no occupational exposure treatment process 
training in the hospital, no occupational exposure treatment process in the department, and no 
regular analysis of occupational exposure causes are the important reasons affecting the low level 
of post-exposure prophylaxis and treatment of nursing staff. 

 
Keywords 
Emergency Department, The Nurse, Occupational Exposure, Influence Factor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急诊科护理人员工作强度大，经常接触各种各样的患者，其中就不乏有合并传染病的患者，由于急

诊科护理工作紧急而繁忙，容易发生护理人员职业暴露的事件，若暴露后不能有效进行处理，对护理人

员的身心健康是一种重大打击[1]。一方面可能影响到护理质量，另一方面引起护理人才的流失[2]。但目

前社会对医护人员职业暴露后的心理状态关注不足，甚至部分暴露后的用药需要自费进行注射，极大的

影响了职业暴露后的控制率[3]。本研究调查分析急诊科护理人员职业暴露后的预防现况与影响因素，旨

在为改进护理人员职业暴露的预防管理措施提供依据。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 月，通过线上问卷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本市三级以上医院的急诊科

护士共 280 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 在急诊科工作时间在 1 年以上；2) 具有护士执业资格。排除

标准：1) 护理人员有其他严重疾患；2) 1 年内有岗位变动或者离职的情况；3) 由于其他原因不能配合研

究。本次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2.2. 调查工具 

1) 采用自制问卷对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婚姻、职称、学历、急诊科工作年限以及科室是否进行

职业暴露处理流程培训、是否存在完善的职业暴露处理流程、是否定期进行职业暴露原因分析。2)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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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自制职业暴露后预防处理问卷[4]，问卷内容包括暴露现状、暴露后评估、暴露后处理以及暴露

后上报等 4 个部分，总分 0~60 分，分值越高说明职业暴露后预防的能力越高，处理方式方法到位。评价

后测得该问卷的效度为 0.623，Cronbach’s α系数为 0.811，提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5]。 

2.3. 调查方法 

通过线上问卷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本市三级以上医院的急诊科护士共 280 例作为研究对

象，由 6 位对本研究方案不知情的专职人员负责派发和收取调查问卷。问卷发放方式为线上发放，规定

问卷填写时间为 30 min 之内，每人只有 1 次答题机会，并且每人只能单独作答，不能参考和询问他人。

共纳入 280 人，研究期间回收问卷 274 份，其中有效问卷为 272 份，有效回收率 99.27%。 

2.4. 统计学方法 

SPSS 22.0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 x s± )表示，t 检验及方差分析比较。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

采用 χ2 检验比较。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一般资料 

272 份问卷中，男性 16 名，女性 256 名。年龄 18~30 岁 187 名，31 岁以上 85 名。大专 118 名，

本科 124 名，研究生 30 名。71 名未婚，201 名已婚。高级职称 6 名，中级职称 101 名，初级职称 171
名。急诊工作年限 1~3 年 73 名，4~10 年 136 名，11 年以上的 63 名。预防处理问卷调查总体得分为(35.23 
± 3.68)分。 

3.2. 职业暴露预防的单因素分析 

对急诊科护士感染性职业暴露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单因素分析，分析因素包括性别、年龄、职称、学

历、工作年限、管理流程完善、定期培训、定期分析等，统计结果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Univariate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ccupational exposure prevention 
表 1. 职业暴露预防的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项目 例数 问卷得分 统计值 P 

性别   1.078 0.854 

男 16 35.18 ± 3.72   

女 256 35.24 ± 4.08   

年龄   0.963 0.762 

31岁以下 187 35.83 ± 4.16   

31岁以上 85 36.02 ± 4.71   

职称   3.321 0.467 

高级 6 35.22 ± 3.68   

中级 101 35.73 ± 2.94   

初级 171 36.01 ±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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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学历   2.152 0.587 

大专 118 35.61 ± 3.43   

本科 124 35.82 ± 3.66   

研究生 30 35.91 ± 4.53   

工作年限   12.163 0.000 

1~3年 73 33.74 ± 2.68   

4~10年 136 35.24 ± 3.61   

10年以上 63 38.05 ± 4.04   

管理流程完善   7.884 0.000 

是 44 37.48 ± 3.47   

否 228 34.06 ± 4.01   

定期培训   8.237 0.000 

是 46 37.63 ± 3.52   

否 226 34.13 ± 2.96   

定期分析   8.154 0.000 

是 50 37.98 ± 1.57   

否 222 34.88 ± 43.02   

 
由上表 1 的统计结果可知，急诊工作年限越长、进行职业暴露处理流程培训、有完善的职业暴露处

理流程以及定期分析职业暴露原因的护理人员，其职业暴露后预防处理问卷得分越高，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 

3.3. 职业暴露预防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为确定急诊科护士感染性职业暴露的主要影响因素以问卷得分作为因变量同时以表 1 中具有显著差

异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将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自变量包括工作年限、定期分析、定期培训及管理

流程完善、工作年限等，结果如下表 2 所示。 
 
Table 2.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2.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回归系数 t值 P 

常数项 17.124 2.147 － 12.471 <0.001 

定期分析 0.925 0.266 0.234 3.571 <0.001 

定期培训 0.685 0.254 0.302 3.524 <0.001 

管理流程完善 0.724 0.267 −0.203 −3.214 <0.001 

工作年限 0.657 0.254 0.347 3.364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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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 2 的统计数据可知，本次研究的数据在定期分析、定期培训、管理流程完善、工作年限等方

面存在显著差异 P < 0.001。定期分析、定期培训、管理流程完善、工作年限为急诊科护士感染性职业暴

露的主要影响因素。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所有调查者总体得分为(35.23 ± 3.68)分，与满分 60 分相差较大，说明急诊科护士

感染性职业暴露后的预防现状不容乐观。这可能与医院、科室等管理层面不重视有一定的关系。此外本

研究调查了预防现状相关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急诊工作年限越长、进行职业暴露处理流程培训、有完

善的职业暴露处理流程以及定期分析职业暴露原因的护理人员，其职业暴露后预防处理问卷得分越高，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6]。说明工作年限不足、医院没有进行职业暴露处理流程培训、科室无职

业暴露处理流程以及没有定期定期分析职业暴露原因，是影响护理人员职业暴露后预防处理水平低下的

重要原因，在今后的管理工作中，应当制定职业暴露处理流程，对职业暴露处理流程培训，定期分析职

业暴露的相关原因，以提升护理人员的职业暴露预防处理能力[7]。 
综上所述可知，在急性科护士感染性职业暴露后的预防处理中其发生职业暴露后预防处理现状不佳，

无法按照标准的处理流程完善处理，在此方面缺乏监督与指导其意识也缺乏。同时定期分析、定期培训、

管理流程完善、工作年限等多因素会综合影响急诊科护士发生感染性职业暴露后的处理行为，在这些方

面可以多加改善。 
本次研究主要选择本市三级以上医院的急诊科护士为研究对象，由于条件限制所纳入的样本量有

限，因此也容易导致数据出现失真问题。同时本次研究问卷主要为自制问卷，虽然经过严格的信度与

效度检验但是问卷所调查的内容仍然可以进一步完善。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纳入更多的影响因素

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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