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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实习生发生锐器伤的现状研究
刘 红 梅   李 媛 通 讯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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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西安市某医院护理实习生锐器伤的发生情况。方法：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将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3 月西安市某三甲医院实习的护理实习生 275 人，进行护理实习生锐器伤现状问
卷调查。 结果：护理实习生锐器伤的发生率为 74.1%，发生锐器伤最常见的班次、场所、科室、原因、
时机、物品及受伤部位分别是责任班、治疗室、内科病房、操作不熟练、掰安瓿瓶时碎裂、安剖及手指，
发生率分别占 89.22%、 73.04%、 78.43%、 34.80%、 82.35%、81.86% 和 96.57%。 结论：护理实习生锐
器伤的发生率处于较高水平，应加强对护生职业防护安全培训及专题培训，增强护生的自我防护意识，
减低锐器伤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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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血液、体液暴露及针刺 / 锐器
伤是医务工作者的主要职业危害 [1]。锐器伤是指在医务
人员工作中由于各种针头及其它锐器包括玻璃、缝针、刀
具等所造成的伤害，有多种危害，最严重的是血源性传染
性疾病，如乙肝、丙肝、梅毒等通过锐器给医务人员导致
的危害 [2-3]。资料显示，欧洲每年约发生 100 万例针刺伤，
我国锐器伤所致职业暴露达 80% 以上 [4-5] 。实习期是护
理专业学生学习和接触临床实践最重要的阶段，然而他
们刚刚进入临床实习阶段，操作不规范、相对缺乏经验、
自我防护意识较薄弱等状况，更易发生职业暴露 [6] 。

护理实习生是护理队伍的接班人，锐器伤的发生不
仅会危害他们的身心健康，还会产生一定的经济负担和
社会影响，更会加剧人才流失。因此，减少护生锐器伤的
发生率，为护生提供有效的锐器伤防护措施，具有重要意
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为 2021 至 2022 年期间在我院实习

的所有护理实习生。纳入标准 ：护理专业统招大专或本
科且实习满 2 个月以上。排除标准 ：非统招大专或本科 ；
中专 ；既往有过实习经历或工作经历 ；实习未满两个月 ；
不愿意参加本次调查、拒绝填写调查问卷的学生。

1.2 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调查问卷由一般资料和护理实习生锐

器伤现状调查表组成。护理实习生的基本信息包括学历、
性别、年龄、学校、到目前为止实习多久了、在学校期间是
否接受过锐器伤的专题培训六项。锐器伤现况调查包括
您在实习中是否发生过锐器伤、发生锐器伤的次数、发生
锐器伤时的班次、受伤的场所、受伤的科室、受伤的原因、

受伤的时机、造成锐器伤的物品、伤害您的锐器是否被污
染过九项内容。

1.3 资料收集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调查，由研究者统一进

行发放，讲解调查问卷的内容、填写方法及注意事项，让
研究对象根据自己在护理临床实习中的实际情况进行
填写，填写完毕后将问卷当场检查并收回。本次调查研
究共发放问卷 300 份，其中合格问卷 275 份，回收率为
91.60%。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录入采用统计软件 EpiData 3.0 软件，双

人平行录入收集数据，建立数据库，进行纠错，使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本次研究所得数
据主要采用均数、标准差、构成比和率进行描述性分析。 

2 结果
2.1 护理实习生一般情况
在 275 名被调查的护生当中，年龄最小的 18 岁，最

大的 25 岁，平均年龄 21.35± 1.06 岁，见表 1。
表 1 护生一般情况

项目 人数 百分率 %          

学历 大专 113 41.09
本科 162 58.91

性别 男性 30 10.91
女性 245 89.09

民族 汉族 271 98.5
其他 4 1.5

实习时间

不满 10 周 13 4.73
10~26 周 173  62.91
26~40 周 77 28 

大于 40 周 12 4.4
是否接受锐器伤

的专题培训
是 182 66.2
否 93 33.8

课题名称：陕西省人民医院护理科研资助项目 2017HL-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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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护理实习锐器伤发生率
本次调查的 275 名护生，结果显示护生锐器伤的发

生率为 74.1%，见表 2。
表 2 护生发生锐器伤的次数

是否发生锐器伤 例数 (n) 发生率（%）
发生锐器伤 204 74.1

未发生锐器伤 71 25.9

2.3 护生发生锐器伤的次数
发生 3 次及 3 次以内锐器伤的人数为 149 人，占

73.03%。所有发生锐器伤的人累计发生锐器伤的次数
为 599 次，平均发生锐器伤的次数为 2.93 次 / 人，见表 3。

表 3 护生发生锐器伤的次数
频次 例数（n） 构成比（%）
1 次 44 21.57
2 次 50 24.51
3 次 55 26.96
4 次 14 6.86
5 次 12 5.88

5 次以上 29 14.22
合计 204 100

2.4 护理实习生发生锐器伤时的班次、场所和部位
护生发生锐器伤最常见的班次是责任班占 89.22%，

最常见的场所是治疗室占 73.04%，最常见的受伤部位
为手指占 95.67%，见表 4。

表 4 护生发生锐器伤时的班次、场所及部位
器械与情况 项目 例数 构成比（%）

班次

责任班 182 89.22
治疗班 52 25.49
中班 22 10.78
夜班 23 11.2

两头班 7 3.41
其他 4 1.96

场所

手术室 9 4.41
病房内 54 26.47
门诊 3 1.47

病区走廊 1 0.49
换药室 45 22.06
治疗室 149 73.04
其他 7 3.43

部位

手指 197 95.67
手掌 19 9.31
前臂 5 2.45
其他 1 0.49

2.5 护理实习生发生锐器伤时的前三位原因、时机
和物品

护生发生锐器伤时最常见的原因是操作不熟练占
34.80%，最常见的时机掰安剖瓶时、占 82.35.%，最常见
的物品是安剖占 81.86%，见表 5。

表 5 护生发生锐器伤前三位的原因、时机和物品
情况 项目 例数 构成比（%）
原因 注意力不集中 41 20.10

操作过于仓促 68 33.33
操作不熟练 71 34.80

时机 双手回套针帽时 40 19.61
整理用毕的锐器物时 23 11.27

掰安剖瓶时碎裂 168 82.35
物品 一次性注射器 47 23.04

头皮针 32 15.69
安剖 167 81.86

2.6 护理实习生发生锐器伤时戴手套情况、锐器被
污染情况及受伤时的处理情况

护 生 在 发 生 锐 器 伤 时，有 158 人 未 带 手 套，占
77.45% ；有 39 人知道锐器被污染，只有 9 人能确定锐
器具体被某种疾病污染，占 23.07% ；护生发生锐器伤后
立即用流动水边冲洗边将血液由近心端挤向远心端占
96.57%，见表 6。

表 6 护生发生锐器伤时的戴手套情况、 
锐器被污染情况及处理情况

锐器的情况 项目 例数 构成比（%）

戴手套情况
一层手套 31 15.2
两层手套 15 7.35
没带手套 158 77.45

锐器是否被污
染

是 39 19.12
否 155 75.98

不清楚 10 4.9

锐器具体被污
染情况

乙肝 7 17.97
丙肝 1 2.56
艾滋 1 2.56
梅毒 0 0
其他 0 0

不清楚 30 76.93%

发生锐器伤时
的处理

用消毒液冲洗伤口 111 54.41
立即用流水边冲洗边将血液由 197 96.57

近心端挤向远心端
用肥皂水或流水冲洗 107 52.45

注射高效价免疫球蛋白 32 15.69
不做处理，只要不疼就可以 0 0

3 讨论
本次调查的 275 名护生，锐器伤的发生率为 74.1%。

鲍娟 [7] 等在综合医院实习护士锐器伤的调查研究中显
示，护生在实习期间锐器伤的发生率是 76.1%。护生锐
器伤的例次为 599 次，被调查的者年人均被刺伤 2.94
次，发生 3 次及 3 次以内锐器伤的人数为 149 人，占
73.03%。由此可见，护生锐器伤的发生率仍处于较高水
平，值得我们关注。

本次调查中，护生发生锐器伤最常见的班次是责任
班和治疗班，分别占 89.22% 和 25.49%。最常见的场所
是治疗室，占 73.04%，其次是病房内和换药室，分别占
26.47% 和 22.06%。在临床工作中，责任班承担着病人
大部分治疗护理任务，不管是加药、输液还是处理用过的
医疗废弃物，均需接触锐器 ；治疗室是掰安瓿、抽吸药液
的重要场所，病房是扎针和操作的地方，均需接触锐器，
都大大增加锐器伤的发生几率。带教老师要在带教过程
中，认真带教、标准操作、示范、提醒锐器伤的高危环节，
直至护生掌握为止。护生发生锐器伤最常见的受伤部位
为手指，占 96.57%。在临床实践中手是接触锐器最多的
部位，锐器伤发生时手指则为最常见的发生部位，应引起
护生的高度重视，必要时戴手套、使用辅助及防护工具。
锐器所占容量不可过满，占容器的 2/3 时即需处理 [8]。

本研究显示护生发生锐器伤最常见的原因是操作不
熟练、注意力不集中和操作过于仓促，分别占 34.80%、
33.33% 和 20.10%。相关研究显示，注意力不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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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素质差是实习护生发生锐器伤的主要原因之一 [9] 。护
生发生锐器伤时的时机是掰安剖瓶时、双手回套针帽
时 和 整 理 用 毕 的 锐 器 时，分 别 是 82.35%、19.61% 和
11.27%。一般来说掰安剖是有防护工具的，但在临床带
教过程中，老师未认真带教或工作量大，进而导致护生未
养成好习惯或怕耽误时间，喜欢徒手掰安剖 ；应单手回
套针帽整理用物时小心处理，这样都可以避免锐器伤的
发生。护生发生锐器伤时的物品是安剖、一次性注射器
和头皮针，分别占 81.86%、23.04% 和 15.69%。张玉芳
等 [10] 对护生锐器伤研究显示，护生锐器伤最高危的环
节是配药时占 46.1%，其次是注射后拔出针头、针芯占
18.1%, 重新将针头插回输液袋发生锐器伤占 7.3%，双
手回套针帽和整理锐器时各占 5.6% ；锐器伤的主要器
具为玻璃安瓿占 47.8%，其次为头皮针占 24.1%。

本研究显示，在发生锐器伤的 204 名护生中，有 194
人能确定扎伤自己锐器是否被感染，其中临床护理实际
操作中有 158 人未带手套，占 77.45%。这与戴手套操
作不方便和护生对锐器伤的认识不足有关。有 155 人
确定发生锐器伤时锐器未被污染，占 75,98% ；有 39 人
确定发生锐器伤时锐器被污染了，其中 30 人不知道具
体被何种疾病污染占 76.93%，9 人能确定锐器具体被何
种疾病污染了，分别是被乙肝、丙肝及艾滋病人用过，占
23.07% ；有 10 人不清楚发生锐器伤时锐器是否被污染，
占 4.90%。在临床实习过程中，护生应清楚科室的高危
感染患者，做到心中有数，在操作过程中针对不同的患者
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锐器伤发生后，立即用流动水边
冲洗边将血液由近心端挤向远心端占 96.57% ；其次是
用消毒液冲洗伤口和用肥皂水冲洗伤口，分别占 54.41%
和 52.45%。

总上讨论，临床实习是护生走向临床工作岗位的重
要学习阶段，也是容易发生职业暴露的阶段。锐器伤作
为护生职业暴露的一个重要因素，学校、医院和护生自身
应共同努力，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或避免其发生。具体如
下 ：（1）学校层面，开展锐器伤相关专题培训、知识讲座
及技能培训 ；注重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为学生进入临
床实践打好结实基础。（2）医院层面，完善人力资源，使
带教老师有精力及时间做好带教工作 ；制定细化各种锐
器伤制度、流程，提供相关处理锐器的辅助工具 ；加强实
习生岗前锐器伤专题培训和讲座 ；对护生进行详细的入
科安全教育，工作中引导护生正规操作，熟练掌握操作技
能 ；重视锐器伤的带教，对于发生锐器伤的高危环节，多
强调、多示范，教会学生正确使用辅助及防护工具 ；同时
注重护生的身心健康 ；采用目标管理法、根因分析法及
案例教学法进行带教，落实安全标准预防，有效的降低护
生锐器伤的发生。（3）护生层面，认真学习各项专业知
识和操作技能，在临床操作中沉着、冷静，做到心中有数，

认真、细心对待锐器伤发生的每一个高危环节，正确使用
辅助及防护工具，并不断提高自身心理素质，最终达到自
我防护的目的。

4 结论
全世界医务人员都要面对的职业危害之一就是锐器

伤，而护生是未来护理事业的接班人，但由于年龄小、缺
乏临床经验、容易紧张等原因是锐器伤发生的高危人群。
一旦发生锐器伤，不但增加了职业暴漏的风险，还会会给
护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对降低其对护理职业的信心。
我们应共同努力，为护生提供一个安全温馨的职业环境。

本研究立足于一家三甲医院，结合医院情况，采用调
查问卷的方式，对护生进行了一次较为充分的锐器伤现
状调查，为我省护生的职业预防提供了一定的数据支持，
也提高了我院护理质量及护生的实习带教，但由于样本
量不足，且比较单一、局限，尚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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