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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同伴教育模式在临床实习护生职业防护教育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本研究对象为2022年7
月~2023年4月在遵义市某三甲医院实习的160名临床实习护生，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试验组，各80人。对

照组则采取较传统的职业保护培训方式，而试验组则根据同伴培养方式进行了持续性的职业保护培训，

并分别于干预前后对两组实习护生采用护生职业防护知识、职业防护行为问卷进行调查。对其实习期间

职业防护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干预前的两组护生职业防护有关知识知晓率与防护行为的各项评分

及总分差异均无统计意义，而在干预后的同伴教育中，护生职业保护相关知识知晓率以及对职业保护能

力的项目评价与总分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而对照组则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同伴教育模式

直接影响着临床的实习人员职业保护活动，而通过同伴教育模式所提供的持续性职业防护训练方式，能

够增强实习人员对职业暴露的风险认知，从而提高实习医疗卫生工作者的防护意识和防护活动的依从性，

最大程度降低血源性职业暴露的风险，提高自我防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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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eer education model in vocational protection edu-
cation of clinical nursing students. Method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160 clinical nursing 
students who practiced in a third-grade hospital in Zunyi City from July 2022 to April 2023,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8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more traditional occupational protection training, while the experi-
mental group received continuous occupational protection training according to peer training, 
and investigated the occupational protection knowledge and occupational protection behavior of 
nursing stud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occupational protection situation during 
the internship was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
ences in the knowledge awareness rate of occupational protection and the scores and total scores 
of protective behaviors of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 however, in the 
peer education after intervention,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knowledge 
awareness rate of occupational protection and the evaluation and total scores of vocational pro-
tection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P < 0.01), while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
ences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Peer education mode directly affects the occupational pro-
tection activities of clinical interns, and the continuous occupational protection training mode 
provided by peer education mode can enhance the risk awareness of interns for occupational ex-
posure, thereby improving the protection awareness and compliance of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ers in practice, and reducing the risk of blood-borne 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the greatest extent. 
Improve self-protec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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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研究调查表明，临床工作人员职业暴露的发病率逐年递增[1]，其中血源性职业暴露率约为一般人群

的 2~19 倍[2]，职业暴露对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有着严重危害，而且严重影响医疗卫生单位的生存与发

展[3]。临床实习护生处在由校园进入临床的过渡期，常常因为岗位经验不足，操作技能水平不熟练，保

障措施实施不到位，缺乏一定的职业保护理论知识与防护经验，作业中出现意外受伤的风险大大超过其

他工作人员[4]。相关研究显示，目前实习护士的锐器损伤发病率达到了 83.7%，严重危害了护士的心理

健康与职业态度[5]。另外，多数实习生对职业暴露的风险不够熟悉，自身保护意识淡薄，当职业暴露出

现后并不能及时报告[6]，可能造成危害的加重。职业保护意识淡漠是医院内实习生乃至医护人员职业暴

露高发的根本原因，职业保护意识水平将直接影响其保护意识与行动[7]。因此，怎样增强临床实习护生

防护意识和怎样增强临床护生的防护知识知晓率与防护行为依从性越来越受许多专家的关注。该研究将

同伴培养方式运用到临床实习护生职业保护培训，剖析实习护生的职业暴露状况及其自身保护现状，提

出针对性的同伴教育方案和实施措施，培养实习护士的职业保护意识和防御行为依从性，最大限度地降

低职业暴露风险。观察其使用效果，希望为实习护生职业防护教学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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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22 年 7 月~2023 年 4 月在遵义市某三甲医院实习 160 名实习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1) 已完成学校组织系统的理论学习；2) 需要在临床实习 8 个月以上的医学实习生；3) 既往和目前

无精神疾病和意识功能障碍；4) 自愿参与本项目工作。剔除标准：实习中途请假超过半月的医学实习生。

通过采集护生的社会人口学统计资料，并根据入选标准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试验组，各 80 人。两组护生的

基本资料，如年龄、性别、学历、实习期限、有无接受过职业防护训练等方面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价值(P > 0.05)，见下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common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nursing students 
表 1. 两组护生的常见数据对比(例) 

项目 实验组(80) 对照组(80) x2 P 

年龄   0.02 >0.05 

<21 岁 45 46   

21 岁及以上 35 34   

性别   0.25 >0.05 

男 10 8   

女 70 72   

学历   0.29 >0.05 

本科 56 55   

专科 24 25   

实习时间   0.10 >0.05 

8 个月 30 28   

10 个月 50 52   

是否接受职业防护培训   0.40 >0.05 

是 68 65   

否 12 5   

是否接种过乙肝   0.13 >0.05 

是 22 20   

否 58 60   

是否喜欢自身专业   0.37 >0.05 

是 22 19   

一般 45 46   

否 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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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方法  

测量工具选择由何伯红[8]等学者编制的实习护生职业防护相关问卷进行调查评定。问卷内容主要包

括两部分：护生职业防护知识问卷及护生职业防护行为问卷。 

2.2.1. 实习护士职业防护知识问卷   
包括护士职业暴露的危险因素、严重后果以及相关的预防保健知识，总共 21 个条目。采用单项选择

回答，评分方法为每答对 1 题记 1 分，总分为 21 分。 

2.2.2. 实习护士职业防护行为问卷   
护生职业危害防护行为包括从生物性因素的防护、物理性因素的防护、化学性因素的防护、心理社

会性因素的防护 4 个维度共 32 个问题进行测量。问卷总分范围为 0~128 分，采用 Likert5 级评分法，0
分表示“从来不如此”，1 分表示“偶尔如此”，2 分表示“有时如此”，3 分表示“经常如此”，4 分

表示“一直如此”。得分越高，意味着职业防护行为越好。 
何伯红等学者对其两份量表进行了信效度检验，两者的信效度分别为 0.782、0.737，问卷信效度均

较好可以使用。 

2.3. 具体干预措施 

2.3.1. 对照组   
除了接受学校相关职业防护理论知识课程的学习，在校方和医院举办的岗前培训中采取日常的安全

保护教育干预外，不采取其他的干预。  

2.3.2. 试验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按照同伴培养方式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系统而持续性的职业防护教育。具体方

法如下。 
1) 成立同伴教育研究小组：选择本院工作 5 年以上且具有较为丰富的临床经验、拥有较好的管理经

验及沟通能力的临床护士 2 人(均为主管护师及以上)，心理咨询师 1 名，主要负责训练、考核、管理同伴

教育成员，同时进行答疑解惑。 
2) 同伴教育者选择：通过前期现状调查、学生自荐、学校老师推荐以及进行相关知识试卷考核等多

种方式同时满足在临床已完成为期四个月科室轮转实习的同学中选择同伴教育者。 
3) 同伴教育者的培训与考核：在充分了解研究目的、查阅资料、专家学者访谈的基础上，借鉴总结

国内外同伴教育的干预方法，同时根据临床实习护生的实际状况，与研究组人员一起商讨制订详尽的同

伴培训计划。每周培训 1 次，共培训 4 周，每次约 30 min 以上，训练方法为 PPT 介绍、图片演示、案例

分析、视频播放等。内容涉及职业暴露的危险因素、常见职业暴露的类型和危害，产生的过程、成因和

产生后的处置办法及其有关预防保健知识。培训者再结合本人的临床实习经验，形成活教材，以身示教。

培训最后再对同伴教育者进行考核评定，确保每个伙伴教育者了解职业防护相关的专业知识和自身的工

作范围。最终确定 8 例实习护生正式成为同伴教育者，并建立微信群，群成员包括研究小组成员和同伴

教育者，以便于有效交流，互动经验，探讨方案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4) 同伴教育的实施：将实验组 80 名实习护生按随机分组共分为 8 个小组，每组 10 例，8 名同伴教

育者建立微信群并担任小组组长。同伴教育的干预实施共五个月，教学前后共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训练型同伴培训，完成集中宣教。 
在实习护生进入医院的第一个月里，每周六下午进行，每次 30~50 分钟，共四次。把实习护生统一

集中到会议室，进行同伴教学活动。活动主题设有：① 职业防护知多少；② 识别职业危害；③ 强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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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防护技能等内容。 
第二阶段：一对一同伴教学，开展个体化教学。 
在实习护生进入医院的第二、三个月内，每月进行两次干预，每次时间控制在 20~30 分钟，具体时

间地点以同伴教育者选择为准。采取一对一同伴教育模式，进行个体面对面的教育咨询。相比于传统培

训型同伴培训，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时间地点也更加灵活。同伴教育者依据实习护生在临床实践后心

理改变、有关职业保护知识水平、接受能力等，再根据本人临床实习经验开展个体化的教学。引导护生

正确看待职业防护，加强相关防护知识的掌握，正确识别职业危害，告知其提高护生职业防护意识，强

化自我防护技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告知护生减少职业危害发生的方法和技巧。 
第三阶段：搭建互动平台，线上线下结合式教育。 
在实习护生进入医院的第四、五个月内进行，主要分为两种方式： 
I) 线上式互动教学平台：充分发挥学校的网上教育平台、同伴教学微信群、QQ 群等的纽带功能，

通过点击数、上网时间和在线检测监督护生学习情况。同伴教育者向实习护生每周两次推送职业防护相

关内容，如相关职业防护知识、如何加强防护意识和提高防护水平、常见标准预防等。提供即时性、专

业化的指导，针对护生咨询的问题，给予答疑解惑。 
II) 线下式互动平台：组织同伴教育活动交流会，由同伴教育者联合研究组成员进行活动的计划、跟

进和实施。如以每月医院发生职业暴露典型案例为例，对发生职业暴露的原因和过程以及处理方法进行

讨论分析，相互发表自我看法，最后由同伴教育者对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再结合护生对防护知识的掌握

程度，加强对相关防护知识的补充。促进了同伴教育者和实习护生之间开展线上线下融合的互动方式，

通过线下交流了解不足之处，线上及时进行知识补充，提高沟通效率。同时对护生咨询的情况加以统计

与总结，为今后职业培训提供借鉴。 
5) 同伴教育的监督：研究小组成员要对整个同伴教育项目实施监测、核对和记录，并观察护生的自

身防护状况，适时予以引导、督促。同伴教育活动期间课题组成员须每月不定时对同伴教育者进行交流

与考核评定，了解活动开展情况，及时对同伴教育者所出现的问题，答疑解惑。同时，固定一位研究组

成员每周从实验组各小组中选择 1~2 名实习护生开展电话随访，以确认同伴教育项目的实施情况。另外

课题组还应全程监控同伴教育的全部执行过程，严格记载实验对象在每次集体教学活动中的出勤情况。 

2.4. 观察指标   

分别在干预开始前、干预结束后对两组护生职业防护知识水平、职业防护行为进行问卷评定。调查

问卷由研究对象单独完成，填报完成后当场回收。二组调查对象均前后匿名填报两份调查问卷，由编号

识别。两次共发出了 320 份问卷调查，共收集有效答卷 320 份，回收率 100.0%。 

2.5. 统计方式 

本研究使用 SPSS26.0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对计量资料使用均数±标准差( X S± )描述，在遵

从正态分布的组中与前后比较使用配对样本 t 检验，不遵从正态分布的使用非参数秩和检验，组间比较

使用单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表示，并通过卡方检验实现统计分析。检验水准为 α = 0.05，以 P < 
0.05 为有统计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护生干预前后职业防护知识比较   

研究表明，在干预前的基线得分比较中，教育组和对照组的得分差异并无统计价值(P > 0.05)，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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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后教育组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教育组前后知识得分从 163.94 分提高到 180.73 分，其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 0.01)，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occupational protection knowledg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nursing students before and after in-
tervention ( X S± , points) 
表 2. 两组护生干预前后职业防护知识比较( X S± ，分) 

分组 教育组 对照组 F P 

干预前 163.94 ± 14.13 165.49 ± 14.19 1.551 0.213 

干预后 180.73 ± 13.98 165.41 ± 16.18 75.067 0.000* 

t −11.532 −0.283   

P 0.000* 0.777   

 
3.2. 两组护生干预前后职业防护能力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实习护生职业防护行为各维度评分及总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后试验组

实习护生职业保护行为在各层次评分和得分均超过了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价值(P < 0.01)，见下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scores of occupational protection abili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nursing student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 X S± , score) 
表 3. 两组护生干预前后职业防护能力评分比较( X S± ，分)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生物性 
防护 

化学性 
防护 

物理性 
防护 

心理性 
防护 

防护行为

总分 
生物性 
防护 

化学性 
防护 

物理性 
防护 

心理性 
防护 

防护行为 
总分 

试验组 26.28 ± 
2.261 

25.26 ± 
5.802 

36.65 ± 
4.601 

21.64 ± 
2.273 

109.83 ± 
14.937 

2.22 ± 
2.109 

5.15 ± 
5.322 

3.62 ± 
4.231 

3.60 ± 
2.153 14.59 ± 13.815 

对照组 25.53 ± 
2.242 

25.30 ± 
5.824 

37.37 ± 
4.720 

21.78 ± 
2.347 

109.98 ± 
15.133 

0.74 ± 
0.793 

2.82 ± 
2.640 

1.04 ± 
1.286 

0.65 ± 
0.846 5.25 ± 5.565 

t −0.074 −0.043 0.106 0.143 0.013 −5.482 −3.535 −5.553 −5.877 −5.152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1 <0.01 <0.01 <0.01 <0.01 

 
4. 讨论 

职业防护是临床医护人员在工作中保护自我受伤的有效防护方法，是保障医务人员免遭不同职业伤

害原因的侵害并将其所受损害减至最低限度[9]。实习护生因欠缺职业防护专业知识、防护意识淡薄等问

题，容易发生职业危害。RHBI [10]等人进行了回顾性观察研究，结果表明护生职业暴露患病率约为 6.2%，

并指出职业暴露低患病率可能与教育有关。加强心理防御教育也可以降低职业风险的发病率并提高护生

职业暴露的上报率，这与 Ghasemzadeh I [11]的研究结果一致。 
同伴教育是一种社会支持形式，主要是指为实现特定目的而使用背景和精力相等，语言同样和行动

相同的人在一起共享信息、交流观念和习得行动技巧的一种教学形式，即“同伴影响同伴”的教育模式

[12]。同伴教育模式其作为一种同伴互助模式，提供系统且持续性的健康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临床

职业防护教育发展的不足之处[13]。同伴教育者在进行相关职业防护知识普及的同时，更强调个体行为干

预的重要性。本次研究根据同伴教育模式的原则和理论制订职业防护相关干预方案，并将之运用到新入

院的实习护生的职业保护教学中，从改变研究对象的职业保护认识与行动出发。通过分时间多阶段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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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形式对研究对象实施干预，协助护生对相关职业防护知识的学习及补充，提高护生防护意识，最终

影响护生临床职业防护行为。有相关研究表明[14]，护生发生职业危害的最主要原因是职业防护意识薄弱。

因此，在本研究中，职业防护培训的重心在于提高专业职业保护意识，教给学生怎样去洞察学习活动中

容易产生的职业风险，了解职业风险产生后的严重后果，知道其职业保护的意义和合理进行职业保护的

重要性与好处，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保护能力。研究结果显示，利用同伴培养方式建立的职业防护培训，

实习护生职业防护专业知识能力得到提高的同时，护生职业防护健康行为被养成，职业防护行为的依从

性也显著获得了提升。说明基于同伴培养方式的职业保护培养可以改善护生的职业保护行为，这与陆秀

萍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15]。 
综上所述，职业风险的出现会对护生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还影响了护士的从业能力，护士成为职

业危险的高危群体，其职业保护更应该引起重视。医学院校要充分发挥其教学作用，为医学专业实习护

生提供相应职业保护培训，进行广泛而连续的职业保护培训，医院和学院也可以结合科学的教学模式和

便捷有效的教育手法，提高实习护士的保护意识，促进其健康防护行为的养成，进而减少护士实习期职

业暴露的发生，提高其职业认同感，使其在进入临床学习后能有效防止职业风险的产生。但本研究也有

不足之处，样本量取样于一家医院，可能存在偏倚，建议未来可联合多地开展研究，进一步验证研究结

论。尽管如此，本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临床实习护生职业防护情况，期望未来有更详尽的干预研

究来帮助临床实习护生的职业防护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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