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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设计一种开启安瓿瓶的笔，是集切割、书写于一体的新型装置。方法：文献综述结合便利抽样选

取22名医务工作者作为研究对象，展开问卷形式填写对开瓿器的认识及了解，为设计一种新型安瓿瓶的

开启器——开瓿笔提供参考。结果：可实现安瓿瓶开启的规范化操作目标，同时避免职业暴露对医护人

员的伤害，降低医护人员因划伤而被感染的风险。结论：该开启装置不仅可以避免砂轮片的丢失，同时

给予医护人员工作记录的便利，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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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ign a new device for opening ampoules with a pen, which integrates cutt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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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Methods: A total of 22 medical workers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in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nvenient sampling, and their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ampule opener were 
filled out in questionnaire form,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designing a new type of ampule 
opener—the opener pen. Results: The objective of standardized operation of ampule opening 
could be achieved, the injury of medical staff from occupational exposure could be avoided, and 
the risk of infection caused by scratches could be reduced. Conclusion: The opening device can not 
only avoid the loss of the grinding wheel, but also provide convenience for medical staff to record 
work, and has a good application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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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安瓿瓶由玻璃制成，护理工作者掰安瓿时常因安瓿瓶破裂导致职业暴露[1]，这为

医务人员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医务人员发生锐器伤后经常会表现出各种负面心理，包括不同程度的压

力、焦虑、愤怒和罪恶感，并且在损伤后的 2 周内对针头和锐器表现出明显的畏惧感[2]。调查发现[3]，
锐器伤对情感耗竭及人格解体有直接正向作用，与未经历过锐器伤的护士相比较，经历过锐器伤的护士

更容易发生职业倦怠。有调查显示[4] [5]，国外单次锐器伤总成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为 747~2173 美

元，而在中国由于医务人员数量庞大，每年因锐器伤所致的经济负担高达 58 亿元。 
因此为了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除了对护士加强教育和规范化操作要求；临床护士也可改进临床穿

刺工具或发明可以减少锐器伤的辅助工具。目前临床上也有多种安瓿瓶开启器，例如消毒一体夹式[6]，
它除了一体夹式之外为减少锐器伤，相继有学者研究探索出配药全程防护手套[7]等防护技术。虽然上述

技术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安全隐患，但仍存在着操作不便、效率低下、适用范围狭窄等不足[8]。 

2. 设计背景 

为避免资源浪费，有效地降低医护人员的职业暴露，为医护人员提供便利，本研究设计一种新型安

瓿瓶的开启器——开瓿笔，后采取便利抽样法，征得其知情同意后，通过发送电子版调查问卷，问卷为

自行编制，调查 22 名医务工作者对开瓿器的认识及了解，为开瓿笔在临床应用提供参考。在所调查的

22 例医护人员中，男性有 3 名，占 13.6%；女性有 19 名，占 86.4%；职业年龄在实习期、1~2 年、3~5
年、6~9 年、10 年以上医护人员分别有 8 名、2 名、1 名、1 名、10 名；本科学历、大专学历、中专学历

的比例分别为 68.2%、27.3%、4.5%；22 名医护人员所在医院为三级甲等占 72.7% (16 人)；调查对象在

院职称护士有 14 名，占 63.6%；调查对象所在科室以内科居多，占 54.5%；调查对象了解安瓿瓶的居多，

占 59.1%；16 名(72.7%)调查对象知道医护人员开启安瓿瓶划伤而感染的事件，有研究表明[9]，94%的护

士和 88.9%的护生都认为“有传染疾病的可能”是安瓿划伤的主要影响；在接受此调查前 20 名(90.9%)
调查对象所在科室配备开瓿器等防护用具；50.0% (11 名)医护人员规范操作开启安瓿瓶；在开启安瓿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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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时存在偶尔划伤现象的医护人员有 16 名，占 72.7%，有研究表明[10]，1176 人掰启安瓿，引起手损伤

发生率为 85.92%；被安瓿瓶等划伤时的处理也因人而异，发生安瓿伤对伤口进行一定的处理[11]；12 名

(54.5%)医护人员所在科室没有开展过安瓿瓶划伤相关培训；16 名(72.7%)医护人员没有见过开瓿笔；全

部医护人员支持将开瓿笔应用于临床；22 名(100%)医护人员认为临床上开瓿笔使用方便可靠；72.7% (16
名)调查对象认为开瓿笔应用到临床后使医护人员省时省力；21 名(95.5%)医护人员认为开瓿笔应用于临

床后能降低医护人员的职业暴露；31.8% (7 名)调查对象接受开瓿笔价格在 5 元以下。详见表 1~3。 
 
Table 1. General information (n = 22) 
表 1. 一般资料(n = 22) 

项目 选项 人数(n) 构成比(%) 

性别 
男 3 13.6 

女 19 86.4 

职业年龄 

实习期 8 36.4 

1~2 年 2 9.1 

3~5 年 1 4.5 

6~9 年 1 4.5 

10 年以上 10 45.5 

学历 

本科 15 68.2 

大专 6 27.3 

中专 1 4.5 

医院等级 

一级丙等 1 4.5 

一级甲等 3 13.6 

二级丙等 1 4.5 

三级乙等 1 4.5 

三级甲等 16 72.7 

职称 

护士 14 63.6 

护师 4 18.2 

主管护师 2 9.1 

医师 1 4.5 

主治医师 1 4.5 

科室 

内科 12 54.5 

外科 4 18.2 

儿科 2 9.1 

检验科 1 4.5 

体检科 1 4.5 

急诊科 2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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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afe use of ampoules (n = 22) 
表 2. 安瓿安全使用情况(n = 22) 

项目 选项 人数(n) 构成比(%) 

是否知道医护人员开启 
安瓿瓶划伤而感染的事件 

知道 16 72.7 

略有了解 5 22.7 

不知道 1 4.6 

所在科室是否配备 
开瓿器等相关防护用具 

是 20 90.9 

否 2 9.1 

开启安瓿瓶等时使用方法 

规范操作(如开瓿器) 11 50.0 

手指弹 2 9.1 

徒手掰 9 40.9 

在开启安瓿瓶等时 
是否存在划伤现象 

经常划伤 2 9.1 

偶尔划伤 16 72.7 

无划伤 4 18.2 

所在科室是否有开展过 
安瓿瓶划伤相关培训 

有 10 45.5 

无 12 54.5 

被安瓿瓶等划伤时的处理 

活力碘棉球局部消毒 5 22.7 

活力碘棉球局部消毒和创可贴 2 9.1 

活力碘棉球局部消毒和无菌纱布局部覆盖 1 4.5 

酒精棉球消毒 1 4.5 

酒精棉球消毒和创可贴 2 9.1 

酒精棉球消毒和活力碘棉球局部消毒 2 9.1 

酒精棉球消毒和活力碘棉球局部消毒和创可贴 2 9.1 

酒精棉球消毒和活力碘棉球局部消毒和无菌纱布局部覆盖和创可贴 6 27.3 

酒精棉球消毒和无菌纱布局部覆盖 1 4.5 
 
Table 3. The knowledge about the open pule (n = 22) 
表 3. 有关开瓿器的认识(n = 22) 

项目 选项 人数(n) 构成比(%) 

是否了解有关于安瓿瓶和三色笔 

都了解 6 27.3 

都不了解 2 9.1 

了解安瓿瓶 13 59.1 

了解三色笔 1 4.5 

是否见过这种新型开瓿器——将开瓿器与 
三色笔结合形成新的产品(开瓿笔) 

是 6 27.3 

否 16 72.7 

如果将这种新型开瓿笔应用于临床是否支持 
支持 22 100 

不支持 0 0 

临床上此产品的使用方便可靠 
可靠 22 100 

不可靠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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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这款新型开瓿笔应用到临床后 
能不能使医护人员更省时省力 

省力不省时 3 13.6 

省时不省力 3 13.6 

省时省力 16 72.7 

这款产品出现在临床后是否能降低 
医护人员的职业暴露的概率 

能 21 95.5 

不能 1 4.5 

接受此产品的价格在多少之内 

5 元以下 7 31.8 

5~7 元 1 4.5 

8~10 元 6 27.3 

10 元以上 2 9.1 

价格不是问题 6 27.3 

3. 基本结构及使用方法 

3.1. 基本结构 

如图 1，图 2 所示，所述新型开瓿笔包括笔身(1)、砂轮片(2)、滑动保护盖(3)、砂轮固定杆(4)、笔夹

(5)、开瓶装置(6)，所述砂轮固定杆(4)竖向设置在笔身(1)顶端，砂轮固定杆(4)顶部开设有固定槽(41)，滑

动保护盖(3)呈半圆形，圆形的砂轮片(2)通过带阻尼的转轴(21)同轴安装在保护盖(3)内，砂轮片(2)和保护

盖(3)通过转轴(21)安装在砂轮固定杆(4)的固定槽(41)内，笔夹(5)设置在笔身(1)上部一侧，开瓶装置(6)设
置在笔夹(5)相对侧的笔身(1)上。所述开瓶装置(6)呈 T 字型，包括开瓶起子(61)和限位块(62)，开瓶起子

(61)呈倒 U 型，横向与笔身(1)连接，限位块(62)竖直设置在开瓶起子(61)底部与笔夹(5)形成开瓶槽(63)。
所述笔身(1)为按压式三色笔身。 
 

 
Figure 1. Structure diagram of open-poule pen (front view) 
图 1. 开瓿笔结构示意图(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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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tructure diagram of open-poule pen (side view) 
图 2. 开瓿笔结构示意图(侧视图) 

3.2. 使用方法 

日常通过笔夹 5 将开瓿笔身 1 置于胸前口袋，在需要记录时，根据具体所需选择记录颜色出笔记录，

在开启安瓿瓶时，将磨砂轮 2 上的滑动保护盖 3 打开，砂轮片 2 暴露，将安瓿瓶置于砂轮片 2 前，用砂

轮片 2 绕安瓿瓶颈部一圈，再将安瓿瓶置于开瓶槽 63 处，从而掰开安瓿瓶；在开启西林瓶时，将西林瓶

置于开瓶起子 61 内，用开瓶起子 61 帮助撬开西林瓶。 

3.3. 优点 

3.3.1. 安全性高 
避免医护人员徒手掰安瓿瓶，导致碎片飞溅割破医护人员皮肤或溅伤眼睛[12]，造成医护人员感染，

不易污染药液，安全性高。 

3.3.2. 省时便利 
将红蓝黑三色笔与开启器相结合，既方便医护人员随身携带，其次根据各医疗与护理文件书写要求

[13]，三色笔颜色可以切换，不需要携带三支不同颜色的笔，同时不需要专门携带开启器，省时又快捷。 

3.3.3. 操作简单 
切割时打开滑动保护盖，用砂轮片绕瓶颈划一圈，再用凹槽把头部卡掉，一体化操作，操作结束后，

将滑动保护盖关闭，砂轮片不易丢失，操作简单。 

3.3.4. 污染程度低 
砂轮片未暴露在空气中，不易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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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医护人员开启安瓿瓶等操作不规范较多 

现在安瓿瓶作为一种存放药液，疫苗的小型容器，已经在医药界广泛流传。现如今，安瓿瓶在临床

工作中已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由于安瓿瓶的材质以玻璃为主，而玻璃的易碎特性不仅致使液体被碎

屑污染，规范操作能降低锐器损伤的频率，这些暴露了在临床工作中使用安瓿瓶的隐患。临床医护人员

工作量较大，医护人员需求量较大。临床上开启安瓿瓶，医护人员相较于规范操作更喜欢直接徒手掰等

不规范的操作[14]，以完成繁忙的工作。可通过医院增加医护人员数量，合理分配工作任务，调整人员配

比，减轻职业负担。医护人员所在科室可开展关于安瓿瓶的相关培训[15]，普及开启安瓿瓶的工具，提高

医护人员综合素质，保护自身安全并规范操作[16]。本研究设计的一种新型开瓿器，结合临床工作必需品，

成为医护人员的“帮手”，提高医护人员的规范操作意识，降低医护人员职业暴露的概率。 

4.2. 医护人员开展文书工作和开启安瓿瓶等操作完成效率较高 

临床上，医患纠纷[17]的现象频繁发生，相关法律逐步得到完善和普及。撰写护理文书是保护医护人

员安全、维护医护人员权利的一种方式，是法律上解决医患纠纷的重要一环。正因如此，规范书写护理

文书更加重要，对护理文书的要求更加严格，从而医护人员所使用笔的颜色较多。本研究设计一种新型

开瓿器，红蓝黑三色笔一体结构可用来书写各种护理文书，如体温表，入院记录单等，节省寻找不同颜

色笔的时间。装备的磨轮和起子部分则可作为开启安瓿瓶的道具，有效解决安瓿打不开，铝盖瓶打不开

等诸多问题。开瓿笔的保护盖可以将锋利的砂轮掩藏，砂轮片不易丢失，在需要使用时，划开保护盖即

可。 

5. 结论 

综上所述，开瓿笔在开启器的基础上，提高使用的安全性与可靠性，融合了三色笔的巧妙结构，以

便医护人员随身携带，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医护人员发生锐器伤的概率，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开

瓿笔具有大力推广的价值，是临床医护人员必不可少的“帮手”。开瓿笔的使用能一定程度上降低医护

人员职业暴露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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