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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中心采血人员职业暴露中针刺伤的安全防范与护理对策 

冯长菊 

通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综合门诊  内蒙古通辽 

【摘要】目的 分析在疾控中心采血人员职业暴露中针刺伤患者中采取的安全防范与护理对策对降低针刺伤

的医学价值。方法 将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内于疾控中心工作的采血人员 100 例作为试验对象，2023 年 1
月前实施常规管理，2023 年 1 月后实施安全防范与护理对策管理，对比实施前后的针刺伤理论知识、操作技能以

及发生针刺伤人数。结果 实施后采血人员的针刺伤理论知识、操作技能更高，且发生针刺伤人数更低，指标对

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安全防范与护理对策可提高疾控中心采血人员职业暴露中针刺伤理论知识以

及操作技能，降低针刺伤人数，保障采血正常安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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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medical value of safety precautions and nursing strategies adopted in patients 
with needlestick injuries during occupational exposure of blood collection personnel in disease control centers in reducing 
needlestick injuries. Methods 100 blood collection personnel working at th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from January 2022 to December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experimental subjects. Routine management was implemented 
before January 2023, and safety prevention and nursing measures were implemented after January 2023.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perational skills, and number of needle stick injuries before and after implementa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implementation, blood collection personnel had higher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operational skills in needlestick 
injuries, and the number of needlestick injuries was lower. The comparison of indicator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Safety prevention and nursing measures can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operational 
skills of needlestick injuries among blood collection personnel in disease control centers, reduce the number of needlestick 
injuries, and ensure the normal and safe conduct of blood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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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伤是医疗行业职业暴露最为常见的一种，是

指在进行采血活动时，采血人员操作注射针头以及穿

刺针等时不小心导致自身皮肤被刺伤的情况[1]。研究证

实，采血人员和护理人员是造成艾滋、乙肝等血液传播

疾病的高危职业群体[2]。而随着这些传染性疾病的发病

率增高，采血时造成的职业暴露情况也越发多见。在一

项针对护理实习生的研究显示，针刺伤的发生概率最

高可达 60%。虽然经过培训后的护理人员发生针刺伤

的概率有所降低，但依然还具有不可小觑的发生率[3]。

针刺伤严重伤害采血人员身体健康，对其职业生涯和

职业信心造成严重打击，因此需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措

施和护理对策，以保障采血工作正常进行的同时，采血

人员的职业安全性得到提高[4-5]。本文现以某疾控中心

采血人员为试验对象，分析造成针刺伤的原因，且就原

因提出针对性的安全防范措施和护理对策，现进行如

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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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将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内于疾控中心工作的

采血人员 100 例作为试验对象，其中最大年龄者 42 岁，

最小年龄者 21 岁，均值年龄为（28.61±0.32 岁）。含

有本科学历者 52 例、大专学历者 34 例、大专以下者

14 例；纳入标准：知情且自愿加入该项研究；近期未

被外派学习、培训；排除标准：有请假计划者；可能有

中途退出的风险。 
1.2 方法 
采取调查问卷的方法，对 100 例采血人员进行调

查，调查内容包含有针刺伤的途径、特征、发生时机、

发生部位、操作情况等。 
1.3 调查结果 
将调查结果显示，针刺伤的暴露途径前三分别为：

一次性注射器、头皮针以及手术缝针、静脉留置针，而

后为真空采血针、穿刺着针、其他针刺。而发生针刺的

时机主要集中在取下针头、处理废旧针头、测量末梢血

糖、套回针帽、注射以及手术器械处理等方面。而针刺

伤最多的部位则为手部以及前臂。 
1.4 安全防范与护理对策 
2023 年 1 月前实施常规管理，2023 年 1 月后实施

安全防范与护理对策管理。安全防范与护理对策管理

内容如下： 
（1）加强职业暴露防护知识培训和操作技能培训：

定期举办职业暴露防护知识，以真实针刺伤案例、数据、

危害等为核心重点，强调安全防范的益处。且在培训后

定期举办相关的考核和检查，增加其知识摄取和加深

印象。对护龄短的采血人员进行一对一的重点理论教

育，树立正确的安全防范理念。定期举办操作技能培训

大会，且就每个常见采血类型制定标准的采血流程，将

采血工作系统化和规范化。针对护龄短的人员可采取

老带新的策略，重点培训操作技能。（2）更新管理观

念：将预防职业安全暴露针刺伤作为疾控中心的重点

工作之一，强调采血人员在采血工作进行的同时，也要

注意保护自身，及时的转变安全管理观念。（3）加强

日常工作防护：强调不双手套针头、不徒手练锐器、正

确处理废弃针头、自身有预见性的防护理念，如注射乙

肝疫苗，加强自身运动增加免疫力。（4）创造利于安

全防护的操作环境：在采血人员工作的地方合理的设

置收纳废旧针头的容器、恰当的处理各个锐器。对采血

人员的工作进行合理的排班、在节假日、人流量多的时

段增加采血人员，以免手忙脚乱导致的针刺伤。（5）

加强针刺伤后的应急流程培训：原则为一旦发生针刺

伤，立即上报疾控中心感染科，同时采取如下方法进行

处理，如在针刺伤口旁轻轻挤压出伤口附近的血液，而

后应用清水以及碱性肥皂水进行冲洗，切忌不可局部

挤压。冲洗伤口后，立即用 75%的酒精以及 0.5 的碘伏

对伤口进行再次消毒，且以医用纱布进行伤口的包扎。

做完以上工作后留存血标本送检。对有乙肝暴露的则

预防性的注射乙肝疫苗，对艾滋病暴露者则要口服预

防性药物，遵照服药程序，连续用药 28d。针对艾滋暴

露者，一定要尽早在针刺伤后的 4h 内用药，最晚不超

过 24h。（6）定期检测采血人员的血液：疾控中心应

按照自身计划，定期对所有的采血人员进行血液检测。 
1.5 观察指标 
（1）对比实施前后的针刺伤理论知识、操作技能。

百分制，分数越高，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越高。 
（2）对比实施后发生的针刺伤人数。 
1.6 统计学分析 
试验开展期间，以 Excel 表格做信息统一收录，上

传至 SPSS26.0 版本计算，计量数据符合正态分布，以

t 检验，形式为均值±标准差（ sx ± ）表达，用 χ2 检

验，例和率计数资料以率（%）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2 结果 
2.1 对比实施前后的针刺伤理论知识以及操作技

能 
实施安全防范与护理对策后，工作人员的针刺伤

理论知识、操作技能更高，指标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2.2 对比实施后发生的针刺伤人数 
实施安全防范与护理对策后，工作人员的针刺伤

人数和发生率更低，指标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疾控中心是负责监控和预测疾病发展的专业性医

疗机构，其采血措施无可避免，且贯穿于护理人员的职

业生涯，因此只要是参与采血的人员，都有轻重不一的

职业暴露风险[6]。 
经研究探索后发现，发生针刺伤的原因总共有 3种，

即采血人员自身安全防护意识差、疾控中心安全防护

氛围弱、采血人员操作时注意力不集中、行为不规范而

导致[7-8]。而发生针刺伤的时机和部位以及途径都具有

特征性。如发生针刺伤的时机一般在中在取下针头、处

理废旧针头、测量末梢血糖、套回针帽、注射以及手术

器械处理等方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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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比实施前后的针刺伤理论知识以及操作技能[ sx ± ，分] 

例数（N=100） 时间 数值 t P 

理论知识 
实施安全防范与护理对策前 70.65±3.06 

5.623 0.001 
实施安全防范与护理对策后 83.65±4.13 

操作技能 实施安全防范与护理对策前 81.65±3.08 
6.357 0.001 

 实施安全防范与护理对策后 92.65±3.24 

表 2  对比实施后发生的针刺伤人数（N，%） 

例数（N=100） 时间 数值 t P 

针刺伤人数 
实施安全防范与护理对策前 40（40%）  

12.024 
 

0.001 实施安全防范与护理对策后 12（12%） 

 
因此出于对症处理的特点，安全防范与护理对策

则主要从加强职业暴露防护知识培训和操作技能培训、

更新采血人员管理观念、加强日常工作防护、创造利于

安全防护的操作环境、加强针刺伤后的应急流程培训、

定期检测采血人员的血液的等方面进行安全防护。在

本文的研究中，对疾控中心的所有采血人员进行安全

防范与护理对策后，所有采血人员的理论知识以及操

作技能分数更高，究其原因是加强了采血人员的对针

刺伤职业暴露的重视度，促使其防范和正确应对和处

理针刺伤，同时创造了安全防护的环境和进行培训，能

加深采血人员安全防护的印象，最终降低针刺伤的发

生概率。故在本文观察指标 2 中，实施后安全防范与

护理对策后针刺伤人数更低。 
综上所述，安全防范与护理对策可提高疾控中心

采血人员职业暴露中针刺伤理论知识以及操作技能，

降低针刺伤人数，保障采血正常安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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