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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医务工作者针刺伤现况并分析原因，以探讨有效的针刺伤防护策略。方法　回顾性调查某

院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医院感染管理科登记的针刺伤案例并进行分析。结果　共发生１６４例针刺伤，其中

医生７１名（４３．２９％），护士８１名（４９．３９％），其他医务人员１２名（７．３２％）。２０１３年发生针刺伤事件４７例

（２８．６６％），２０１４年５４例（３２．９３％），２０１５年６３例（３８．４１％）。医疗器械为受污染器械的有１５２例（９２．６８％），医疗

器械污染情况未知的有９例（５．４９％），而未受污染的器械仅为３例（１．８３％）。１６４例针刺伤发生地点以手术室最

多（６７例，占４０．８５％）；针刺伤发生部位以手指的发生率最高（１４１例，占８５．９８％）；发生针刺伤的原因以粗心、工

作繁忙或者未按规范操作为主（１１５例，占７０．１２％），医生发生针刺伤的原因以工作经验不足者最多，占５２．１１％，

护士发生针刺伤原因以粗心、工作繁忙或者未按规范操作者最多，占９３．８３％。结论　医务人员针刺伤案例逐年增

多，应加强医务人员职业防护意识，加强医院感染管理制度建设，改善医疗环境等措施减少针刺伤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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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刺伤是指由医疗利器如注射针头、各种穿刺

针、缝合针、手术刀片等造成的意外伤害，引起的皮

肤深层破损和出血［１］。医务工作者是最容易接触到

血液和体液的一类人群，且工作过程多为介入性操

作，使得医务工作者极易发生针刺伤，这也使得针刺

伤成为医院感染控制关注的重点。据国外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统计，健康医务人员患传染病的有８０％～

９０％ 是由针刺伤引起
［２］，目前已经证实有２０多种

病原体可经针刺伤传播，包括乙型肝炎、丙型肝炎、

艾滋病等高风险疾病，病原体经针刺伤伤口进入体

内可引起局部或全身性感染［３］，针刺伤危害显而易

见。为了解某院医务工作者针刺伤发生现况，选取

该院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所有针刺伤登记数据，进行回顾

性调查分析，为进一步防治针刺伤提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某院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所有在该院医院感染管理科登记的针刺伤案例。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调查医务人

员针刺伤案例，调查内容包括：姓名、科室、职位、针

刺伤发生时间、发生地点、发生原因、发生部位、损伤

程度、是否带手套等。

１．３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录入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该院共发生１６４例

针刺伤，其中医生７１名（４３．２９％），护士 ８１名

（４９．３９％），其他医务人员（包括医技人员、保洁后勤

人员等）１２名（７．３２％）。２０１３年发生针刺伤事件

４７例（２８．６６％），２０１４年５４例（３２．９３％），２０１５年

６３例（３８．４１％）。在所有发生的针刺伤事件中，医

疗器械为受污染器械的有１５２例（９２．６８％），医疗器

械污染情况未知的有９例（５．４９％），而未受污染的

器械仅为３例（１．８３％）。

２．２　针刺伤发生地点　１６４例针刺伤发生地点中

手术室有６７例（４０．８５％），其次是普通病房５４例

（３２．９３％）和急诊１８例（１０．９８％）。其中医生针刺

伤主要发生在手术室，占所有发生针刺伤医生人数

的７４．６５％（５３／７１）；护士针刺伤主要发生在普通病

房，占所有发生针刺伤护士人数的５９．２６％（４８／８１）。

２．３　针刺伤发生部位　针刺伤发生部位以手指的

发生率最高，有１４１例（８５．９８％），其次是手心或手

背，有１８例（１０．９８％），最少的是手臂３例（１．８３％）

和脚背２例（１．２２％）。其中，在１５９例手指或手心

手背的针刺伤事件中，事故发生时未戴手套者５７例

（３５．８５％），戴单副手套者８４例（５２．８３％），戴双副

手套者仅１８例（１１．３２％）。不同岗位医务人员针刺

伤发生部位分布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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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岗位医务人员针刺伤发生部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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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针刺伤严重程度　本次调查的针刺伤医务工

作者中，发生重度刺伤（深度刺入／切割并大量出血）

者６例（３．６６％），发生中度刺伤（皮肤刺穿并出血）

者８０例（４８．７８％），发生表面刺伤（少量出血或无出

血）者７８例（４７．５６％）。不同岗位医务人员针刺伤

严重程度分布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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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岗位医务人员针刺伤严重程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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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针刺伤发生原因　发生针刺伤的原因可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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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下３类：（１）粗心、工作繁忙或者未按规范操作

（１１５例，占７０．１２％）；（２）工作经验不足（４３例，占

２６．２２％）；（３）患者不配合（６例，占３．６６％）。医生

发生针刺伤的原因以工作经验不足者最多，占

５２．１１％，因粗心、工作繁忙或未按规范操作原因发

生针刺伤者占４５．０７％；护士发生针刺伤原因以粗

心、工作繁忙或者未按规范操作者最多，占９３．８３％。

不同岗位医务人员发生针刺伤原因分布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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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岗位医务人员发生针刺伤原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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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每年该院发生针刺伤例数占全

院职工的比率分别为１．６８％（４７／２８０１）、１．８６％

（５４／２８９８）、２．１８％（６３／２８９０），呈逐年上升趋势，这

与每年增长的手术量、出院患者数、门急诊患者数密

切相关。其中医生发生针刺伤例数增加较少，护士

发生针刺伤例数明显增加，该院护士工作强度大，易

发生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导致针刺伤发生率的增

加。且调查显示护士发生针刺伤例数多于医生，与

相关研究［４］显示的护士是发生针刺伤及感染血源性

传播疾病的高危职业群体结果一致，应重点防护。

且在所有发生针刺伤的事件中，受污染器械占

９２．６８％，未受污染的器械仅占１．８３％，有调查
［５］显

示仅需要０．００４ｍＬ的血液就足以使被刺伤者感染

乙型肝炎病毒，且被携带乙型肝炎病毒的针头刺伤

发生乙型肝炎的危险性为１／５，更有多种疾病可通

过血源性传播，提示针刺伤防治意义重大。

此次调查的医务工作者中，医生在手术室发生

的针刺伤例数最多，而护士在普通病房发生的最多，

这与医生、护士的日常工作内容相一致。医生大多

于手术室进行侵入性操作，医生进行连台手术情况

普遍，尤其是骨科医生经常连续手术超过８ｈ，长时

间的手术操作容易造成医务人员过度疲劳，导致注

意力不集中，使针刺伤发生率增高。而护士的大部

分工作主要在病房进行，换液、配药多，致使工作时

间长且工作重复，容易因粗心和操作后器材处理不

当引起针刺伤的发生。因此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

心１９８７年于全面性防护措施中提出禁止护士用双

手回套针帽，而我国临床护理工作中这一现象仍普

遍存在［６８］。

针刺伤发生部位以手指和手心手背最多，但是

在发生手部针刺伤的医务工作者中，刺伤发生时有

３５．８５％的人未佩戴手套，可见医务工作者在日常操

作过程中自我保护意识缺乏，因此加强医务人员对

针刺伤的防护意识非常重要。

医生发生针刺伤的原因以工作经验不足者最

多，占５２．１１％，医生往往因为对操作过程中的可能

情况预判不好，未及时做好准备而造成误伤；因粗

心、工作繁忙或未按规范操作原因发生针刺伤者占

４５．０７％。护士发生针刺伤原因以粗心、工作繁忙或

者未按规范操作者最多，占９３．８３％，可见，提高医

务人员的职业防护意识，合理安排工作内容，规范操

作流程仍然是防护针刺伤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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