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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实习生职业防护意识和行为现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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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不同专业医学实习生职业防护意识及行为现况，为进一步加强医学生职业防护教育提供依

据。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某医科大学２０１５届临床实习结束返校的医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实习期间共发生

职业暴露３８５例，职业暴露发生率为４２．３１％（３８５／９１０），职业暴露者以护理学专业人员为主（１９０名）。３５８名

（３９．３４％）医学实习生能够认知自身保护性抗体（乙肝表面抗体）；不同专业医学实习生职业暴露发生率、自身保护性

抗体认知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共２２２名（５７．６６％）医学实习生职业暴露次数＞１次，暴露环节

以诊疗操作为主（４５．４５％），暴露场所以病房为主（３２．２１％）。职业暴露后，４６．７５％的医学实习生第一反应表现为紧

张，３５．０６％表现为担心，１８．１８％出现严重心理反应，仅１４．０３％医学实习生寻求他人支持帮助。结论　医学实习生

对职业防护意识认知不足，应加强其职业防护教育，增加职业防护意识，关注职业暴露后的心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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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６，１５（１０）：７９６－７９９］

　　加强医务人员职业暴露危害的主动防护，降低

其对职业人群身心健康的损害，已经成为公共卫生

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之一。血源性病原体暴露是医

院常见的一种职业暴露，也是导致医务人员发生血

源性传播疾病的主要职业因素。医学实习生作为医

务工作者的后备力量，在实习过程中和医务人员处

于同样的工作环境，也面临职业暴露问题，且实习生

进入临床时间短、经验不足、操作不熟练又缺乏自我

保护意识，因此极易发生职业暴露。国外学者研

究［１］显示，医学实习生发生职业暴露的风险较医院

工作人员增加７．３～１１．７倍。故笔者对某医科大学

２０１５届临床实习结束返校的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通过分析其防护意识及行为因素，为完善高校职业

防护教育课程设置提供参考依据。现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法抽取某医科大学

２０１５届临床实习结束返校的７个专业的医学生，包

括临床医学、护理学、麻醉学、放射学、检验学、口腔

学、康复学。纳入标准为完成临床实习计划的医学

生，排除标准为未完成临床实习计划的医学生。共

发放问卷１００８份，剔除资料缺失２０％条目的调查

问卷者，实际收回有效问卷 ９１０ 份，有效率为

９０．２８％。

１．２　研究工具　在相关专家指导下自行设计问卷

调查表，包括医院感染知识、态度和行为三个方面问

卷，邀请医院感染管理及量表设计方面的４名专家

从各个不同角度对问卷进行审定，计算出量表内容

效度指数为０．８６。根据专家反馈意见再次修正完

善量表后，选取各专业共７０名医学生进行预调查，

测出量表三个维度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ａ系数分别为：０．８０

（知识子问卷），０．９１（态度子问卷），０．８５（行为子问

卷），提示该问卷信效度较好。问卷内容包括被调查

者基本资料及其自身保护性抗体（乙肝表面抗体）认

知等职业防护意识情况，实习期间职业暴露情况，以

及暴露后心理、行为反应等方面。

１．３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调查，按照知

情同意、匿名和保密的原则，统一培训调查人员。调

查人员在各专业医学生返校测试前３０ｍｉｎ到调查

对象所在教室统一发放调查问卷，调查对象独立完

成调查问卷，调查人员负责指导问卷答疑和填写，当

场发放当场收回问卷。

１．４　统计分析　调查资料应用Ｅｘｃｅｌ进行录入，应

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依据调查结

果进行描述性分析，统计方法采用χ
２ 检验，犘≤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共有效调查９１０名医学实习生，其

中男生２１６名（２３．７４％），女生６９４名（７６．２６％），平

均年龄（２３±２）岁。

２．２　职业暴露及其自身保护性抗体认知情况　实

习期间各专业医学实习生９１０名，共３８５名发生职

业暴露，职业暴露发生率为４２．３１％。职业暴露者

以护理学专业为主（１９０名），不同专业医学实习生

的职业暴露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

１３２．３０，犘＜０．０５）。实习期间共３５８名（３９．３４％）

医学实习生能够认知自身保护性抗体，不同专业医

学实习生自身保护性抗体认知率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
２＝８３．６２，犘＜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各专业医学实习生职业暴露及其自身保护性抗体认

知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ａｎｄ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ｓｅｌｆ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ａ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

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ｓ（％）

专业
调查

人数

发生职业暴露

（名，％）

认知自身保护性抗体

（名，％）

临床医学 ２９４ ６３（２１．４３） １６３（５５．４４）

护理学 ３３５ １９０（５６．７２） ９０（２６．８７）

麻醉学 １００ ７０（７０．００） ４４（４４．００）

放射学 ５９ １３（２２．０３） ９（１５．２５）

检验学 ４７ ２１（４４．６８） ２１（４４．６８）

口腔学 ３９ ２１（５３．８５） ２４（６１．５４）

康复学 ３６ ７（１９．４４） ７（１９．４４）

合计 ９１０ ３８５（４２．３１） ３５８（３９．３４）

２．３　职业暴露因素　共２２２名（５７．６６％）医学实习

生暴露次数＞１次，职业暴露环节以诊疗操作为主

（４５．４５％），暴露场所以病房为主（３２．２１％）。见

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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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专业医学实习生职业暴露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ａ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ｓ

项目
临床医学

（狀＝６３）

护理学

（狀＝１９０）

麻醉学

（狀＝７０）

放射学

（狀＝１３）

检验学

（狀＝２１）

口腔学

（狀＝２１）

康复学

（狀＝７）

合计

（狀＝３８５）

暴露次数

　１ ３５ ６８ ２７ ４ １５ １２ ２ １６３（４２．３４）

　２～３ １９ ９４ １０ ２ ５ ９ ４ １４３（３７．１４）

　≥４ ９ ２８ ３３ ７ １ ０ １ ７９（２０．５２）

暴露环节

　回套针帽 ５ １７ １０ ２ ６ ０ １ ４１（１０．６５）

　拔出针头 １ １８ ２ ２ ０ ０ ０ ２３（５．９８）

　处理废物 ９ ４７ ３ ０ ２ ４ ０ ６５（１６．８８）

　诊疗操作 １６ ８３ ４６ ６ １０ ９ ５ １７５（４５．４５）

　手术操作 ２４ １０ ３ ２ １ ４ １ ４５（１１．６９）

　其他环节 ８ １５ ６ １ ２ ４ ０ ３６（９．３５）

暴露场所

　病房 １３ ９９ ５ ３ ２ ０ ２ １２４（３２．２１）

　门诊 ６ ５ ６ １ １４ １２ ２ ４６（１１．９５）

　急诊 １１ ６１ ４ ７ ５ １ １ ９０（２３．３８）

　手术室 ３３ １４ ５５ １ ０ ８ ０ １１１（２８．８３）

　其他 ０ １１ ０ １ ０ ０ ２ １４（３．６３）

２．４　职业暴露后的心理和行为反应　３８５名医学

实习生发生职业暴露后均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反应，

其中１８０名（４６．７５％）医学实习生第一反应表现为

紧张，１３５名（３５．０６％）表现为担心，７０名（１８．１８％）

因为担心是否会被传染上某种疾病而出现焦虑、失

眠等严重心理反应，甚至因此而产生逃避心理，感觉

自己不再能胜任未来临床工作。仅５４名（１４．０３％）

医学实习生在发生职业暴露后通过采取告知亲人、

朋友或老师们的方式以寻求心理及专业的安慰

指导。

３　讨论

对医务人员进行职业防护教育已被认为是减少

职业暴露的重要措施之一，然而目前我国的职业防

护教育较少涉及自身防护内容，且无系统课程设

置［２］。本调查结果可知，护理学专业人员是发生职

业暴露的高危人群，实习护生在临床实习中有较多

的护理操作和护理患者的机会，工作中频繁接触患

者血液、体液，在使用注射器、输液器等医疗锐器时

如不注意自我防护，容易被血液污染的针头刺伤，存

在感染血源性疾病的潜在风险。Ｍｅｔａ分析
［３］显示，

护理实习生实习期间针刺伤发生率为６５％，高于本

组结果。锐器伤的发生与锐器接触频率相关［４］，麻

醉学和临床医学专业的实习医学生侵入性诊疗操作

较多，且在临床工作或手术中接触患者血液、体液等

分泌物，与针头、刀片等锐器接触频率较高，也是职

业暴露的高危易感人群。医学院校应强化培训各专

业医学生，尤其是上述职业暴露高危专业的医学生，

开展必要的医院感染及职业防护知识培训，树立职

业防护意识。目前，我国护生的自我防护意识普遍

薄弱，此现状暴露出学校教育的缺失和不足，加强职

业安全防护教育是减少实习生发生锐器伤等职业暴

露的有效措施［５］。

由于医务工作者职业特殊性，作为血源性疾病

感染的高危人群，其中威胁最严重的主要有乙型肝

炎病毒（ＨＢＶ）、丙型肝炎病毒（ＨＣＶ）和人类免疫

缺陷病毒（ＨＩＶ）
［６］。本组调查结果可知，已经走向

临床的医学生对自身疫苗接种，尤其是乙肝表面抗

体的认知情况让人担忧。乙肝疫苗是预防职业暴露

后感染 ＨＢＶ的有效措施
［７］。通过有效预防，可在

很大程度上避免遭受血源性疾病的侵袭。因此，建

议有条件的医学院校为医学生建立健康档案，为即

将走向临床的医学生进行必要的血源性病毒项目检

测，为ＨＢＶ抗体阴性或有效抗体降低的学生强化

接种乙肝疫苗，以提高其自身免疫能力。

我国卫生计生委２００９年下发的《医院隔离技术

规范》中明确提出各项操作规程应遵循标准预防的

理念。本研究中职业暴露发生率高达４２．３１％，高

于李卫兵等［８］实习生锐器伤发生率１１．８３％的报

道，低于孙海秋等［３］Ｍｅｔａ分析实习护生锐器伤发生

率（６５．００％）。职业暴露环节以诊疗操作为主

（４５．４５％），与医学实习生刚进入临床，防护意识薄

弱，经验不足，技术不熟练有关；职业暴露场所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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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为主（３２．２１％），其次为手术室（２８．８３％），病房诊

疗操作和手术室侵入性操作繁重且复杂，如不能严

格遵守医疗护理工作的操作规程，极易导致锐器伤

等职业暴露事件。研究［９］报道，６２％～８８％的锐器

伤是可以预防的。苏凤兰研究［１０］显示，有效职业防

护可降低实习医学生的职业损伤发生率。因此，建

议在临床实习带教过程中注重培养医学生良好的职

业习惯，严格按照各项工作流程规范操作，切实降低

实习生的职业暴露风险。

医学实习生发生锐器伤后，多有担心、恐惧、哭

泣等负性情绪与行为反应，同时渴望得到他人的关

心与帮助［１１］，与本调查结果一致。本研究还发现，

在职业暴露后仅５４名医学实习生采取了寻找帮助

的方式，绝大部分实习生未采取正确缓解情绪及支

持方式。医学实习生刚进入临床，还未完全适应自

身角色的转变，其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在发生职业暴

露后心理与行为会产生一些不良反应，形成一定的

心理压力，需要医院给予关心和支持。医院应将实

习生纳入医院职业暴露管理体系，制定实习生发生

职业暴露的处理流程，并公布在医院网站上，带教老

师应加强与实习生沟通，一旦发生职业暴露后要第

一时间指导其按照职业暴露处理流程规范处置伤

口，并按要求上报医院感染管理科，并且了解其心理

行为反应，给予专业心理疏导，促进其身心自我完

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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