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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护理人员工作期间可能面对很多职业危害，其中针刺伤

是较为常见的伤害。针刺伤指的是注射针头、穿刺针、缝合

针等医疗利器引起的意外伤害，对皮肤深层造成破坏并出血

[1]。相关研究显示，针刺伤在护士群体中较为普遍，并且有

可能引起血液性传播疾病。中国是肝炎等病症的高流行区，

比如乙型肝炎相应的感染率可以达到 60%[2]。为了确保护理

人员的工作安全性，下面针对意外针刺伤情况实施回顾性

调查。

2 资料和方法

2.1 相关资料

本研究选取 70 名护理人员，其中男性 10 名，女性 60 名，

年龄最小为 20 岁，最大为 43 岁，平均年龄为（32.21±5.63）

岁。其中护理人员工作经验最少为 1 年，最长为 6 年，平均

工作经验是（2.33±1.63）年。

2.2 方法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 70 名护理人员展开调研，

其中问卷涉及到 2017 年 1 月 ~2017 年 12 月共计出现的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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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伤次数，相关原因汇总。随后对上述护理人员组织培训，

包括专业素养、自我保护意识等方面。随后对 2018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 70 名护理人员共计出现的针刺伤次数加以统计，

并展开对比。

3 结果

3.1 护理人员意外针刺伤情况

表 1 培训实施前后意外针刺伤情况对比

组别 2017 年 2018 年

未出现意外针刺伤 3（4.2%） 25（35.7%）

一次意外针刺伤 30（42.9%） 40（57.1%）

两次及以上意外针刺伤 37（52.9%） 5（7.2%）

3.2 护理人员针刺伤构成

表 2 2017 年针刺伤发生次数及其构成情况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注射或者抽血 36 51.4%

针头盖帽 25 35.7%

处理针头或者注射器 59 84.3%

配药 17 24.3%

输液与拔针 7 10.0%

4 讨论

4.1 原因分析

4.1.1 相关部门没有充分重视针刺伤问题

部分医院对院内感染进行控制仅仅是为了避免出现交叉

感染或者是医源性感染的情况 [3]。相关部门虽然明确要求“一

人一针一管”，但是很少提出如何避免针刺伤问题的措施，

未能针对针刺伤情况组织护理教育，上岗培训多是涉及职业

道德、专业知识等内容。

4.1.2 护理人员防护意识较差

对于临床护理来说，输液和注射最为基本。但是部分护

理人员可能心存侥幸，觉得针刺伤情况较为常见，因此并不

在意是否出现针刺伤。即便大多护理人员了解针刺伤带来的

严重后果，但是认为感染几率较小，针刺伤更多的是刺疼感，

不必小题大做，导致其自我防护意识不足 [4]。相关研究表明，

当前约有 20 种病原体可以借助针刺伤进行传播，其中 HBV、

HIV 等最为常见。其中如果被携带 HBV 和 HIV 的针刺伤后，

相应的感染率为 5%~30%、0.25%~0.45%。因此针刺伤必须得

到护理人员的高度重视 [5]。

4.1.3 工作环境较差

针刺伤的出现通常与工作环境较差密切相关，比如环境

较为拥挤、嘈杂，并且光线照明等不够充分。其次，护理工

作量的大小也是引发针刺伤情况的重要原因，并且针刺伤同

护理任务、形式等也存在关联。现阶段，很多医院在护理人

员方面存在缺编的情况，导致护理任务十分繁忙，护理人员

肩负较大责任，经常需要倒班。而护理工作还要求护理人员

提升专注度，繁重的工作量极易使护理人员出现疲惫感，若

技术不够熟练便可能出现针刺伤情况。相关资料显示，针刺

伤在时间分布方面与护理人员工作时间几乎一致 [6]。该时段

需要护士完成较多护理任务，极易导致针刺伤。

4.1.4 护理操作不够规范

护士执行护理任务时，很容易被含有病原体的血液或者

是体液污染过的针头刺伤，出现皮肤损伤等情况。对于护理

操作来说，操作前与操作后的环节极易出现意外针刺伤。比如，

操作前相应的准备注射、回套针帽、更换针头、吸取药液以

及注射和拔针等环节；操作后对用物进行整理、处理医疗废

物等环节。此外，护理人员与病人血液、体液以及排泄物等

相接触时未佩戴手套等操作也不够规范。对于意外针刺伤来

说，从针头的拔出到针头丢弃或者戴上保护套的时间段是易

发生针刺伤的时间窗 [7]。因此，相关部门需要从护理操作出

发进行规范，对意外针刺伤等情况进行有效规避。

4.1.5 护理人员相关心理因素

对于护理人员来说，其护理压力来源较多，并且压力较

大，再加上值夜班、照顾危重病人等极易使护士出现疲劳感，

造成意外针刺伤。此外，护理工作用完的医疗用品均携带一

定的病原微生物，并且其中约有 20 种可以借助针刺伤进行传

播。这种情况也会给护士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

4.2 预防措施

4.2.1 健全职业防护机制

相关部门需要对职业防护加以重视，应基于护理工作实

际健全相应的职业防护机制和操作规程。首先，医院需要针

对职业危害暴露情况制定紧急的处理流程，并完善意外登记

制度，基于意外损伤建立起个人档案，为后续咨询和随访提

供便利。其次，医院还应对医生用药进行规范，若可以口服

便不应进行注射。同时，医院还应以接触频繁度为依据为医

护人员适当注射预防性疫苗。第三，上岗前和在岗时间段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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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定期组织健康体检。医院还应结合护理情况完善人力调配

机制，可以适当添加午班、扩充护理人员数量。最后，医院

还应针对新上岗护理人员组织岗前培训，应重点针对针刺伤

危害进行讲解，对针刺方式、出现针刺伤后的处理等内容进

行重点培训，对针刺伤危害进行有效规避 [8]。

4.2.2 强化防护意识

由于护理工作操作较为复杂，因此护理人员相较于其他

医护人员出现针刺伤的概率更大，必须强化其自身防护意识，

加强感染管理。首先，相关部门需要定期就职业防护知识组

织培训和考核。对于新上岗的人员需要在岗前培训时着重讲

解针刺伤原因、后果以及相应的防护措施。其次，操作时应

要求护理人员以相关操作规范为导向进行操作，若污染物可

能存在喷溅的情况，则应及时佩戴口罩、眼罩、防护衣等。

第三，如果需要与病人血液或者是体液等接触时，需要佩戴

手套，并且操作后需要根据“六步洗手法”认真洗手。最后，

护理人员也需要养成良好的自我防护意识，需要明确针刺伤

可能伴有的后果，消除自身的侥幸心理。若针刺伤已经发生，

必须结合相关标准进行处理，重视操作中的小细节。医护人

员不仅需要保护病人免受医源性感染，也需要对自身负责。

4.2.3 对超负荷工作加以规避

现阶段，部分医院存在护理人员欠缺的情况，使得在岗

人员承担较大的护理任务。因此管理部门需要结合护士工作

情况合理编制护理任务，采取契合护理实际的排班机制，提

升排班的弹性，减轻护士职业压力。此外，相关部门还可通

过业余时间组织和技术操作相关的练习，引导护士正确把握

护理技能。同时，还应重视其心理素质，确保他们在工作量

较大或者是抢救病人时能够得心应手。

4.2.4 提升护理操作的规范性

医院部门应针对针刺伤设计标准的操作规程，并将该规

程融入针刺伤管理的各个环节。护理操作需要护士以相关规

范为导向开展，遵循相应的消毒隔离机制，有效利用各类防

护用具，尽可能规避危险操作。例如，注射器使用完后不用

套回针帽，若需要套针帽则可采取单手回套针帽的形式，不

可双手操作。若玻璃器械出现破碎或者损坏的情况时，不应

徒手处理。此外，医护人员如果手持没有针套的注射器，那

么不能将针头对准他人等等。只有对各类护理操作进行有效

规范，才可有效规避意外针刺伤情况。

5 结语

总之，临床护理任务量较大，需要进行较为繁杂的医疗

处置。护理人员与病人接触也较多，因此必须对意外针刺伤

及其后果加以重视。医院部门需要明确当前护理职业防护的

缺陷，明确意外针刺伤出现的原因，并以上述原因为导向制

定针对性的防护措施。护理人员自身也需要强化自我保护意

识，认真对待每次护理操作，及时调节身心状态，即便对面

繁重任务也可以做到忙而不乱，对意外针刺伤情况进行有效

规避，提升护理操作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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