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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实习生血源性职业暴露现状及对策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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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血源性职业暴露已成为医护人员面临的一个重大的职业性问题，医学实习生作为医院的一个特殊群体，更容易

受到职业暴露的伤害。为进一步加强医学实习生血源性职业暴露的预防和相关职业健康教育，本文就医学实习生血源

性职业暴露现状以及防护对策进行综述，以期为血源性职业暴露防护对策的实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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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新发传染病和暴发传染病呈现蔓延趋势，医

护人员职业暴露风险不减反增。血源性职业暴露不仅损害了

医护人员的身体健康，而且严重影响医疗卫生单位的生存与

发展。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Control 

and Prevevtion CDC ）估计，医院医护人员每年发生针刺伤及

其他锐器伤事件达 365000起，平均每天发生 1000起 [1]。在

经历 2003年的非典之后，我国医务人员的职业防护日益受到

重视，各医疗机构对职业防护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2-3]。医学院校实习生作为刚接触医疗工作岗位的人员，由于

缺乏实践经验、基本操作不熟练、职业防护专业知识不足以及

新进入临床所引起的紧张心理等因素，导致实习生群体较一

般工作人员相比，发生职业暴露的机率更大。本文就医学实

习生血源性职业暴露现状及防护对策进行综述，以期为血源

性职业暴露防护对策的实施提供参考。

1 医学实习生血源性职业暴露现状

医学实习生作为医院的重要一员，近年来对实习生的血

源性职业暴露研究越来越多。2016年，刘以娟等 [4]对某大

学参与临床实习的 204名医学类本科生进行调查，发生职业

暴露 99人次，暴露率为 48.5%。冯芳等 [5]于 2017年 1月至

2018年 12月对发生血源性职业暴露的实习生进行回顾性调

查分析，结果实习生上报血源性职业暴露共 40例，护理实习

生 87.50%占比最高。2019年，陈小玉等 [6]对 3年来该院实

习生职业暴露监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医学实习生发

生职业暴露的实习护生占 55.48%，实习医生占 38.69%。有

研究认为医学实习生血源性职业暴露的发生，在科室分布上

部分科室的职业暴露风险较高，陈姗等 [7]对 2012年 11月

至 2015年 11月期间输血科医务人员进行监测，20例发生血

源性职业暴露中以实习生发生率最高，占 50%。郑玉莲等 [8]

对神经内科护理实习生进行职业暴露监测，针刺伤发生率为

21.83%。袁治国等 [9]对检验医学专业实习生实习期间职业

暴露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检验实习生职业暴露率为 16.06%，

职业暴露知晓率为 77.54%，职业暴露后正确处置率为

45.71%，与正式从业人员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从暴露类型上看，暴露方式主要以针刺伤为主，熊洁 [10]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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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脑血管病大学中探讨神经内科医务人员针刺伤原因分析及

防范对策研究中报道，发现医护人员在临床工作中针刺伤构

成比中实习生占 50%。其他学者的研究报道比例更高，孙海

秋的报道为 65%与肖珊的报道 63.4%接近，其中易清萍的调

查最高，高达 87.3%，均高于国外同类研究报道中澳大利亚的

13.9%和意大利的 18.0%[11]。医学实习生血源性职业暴露从

暴露病源上看，

陈小玉等 [6]对 70例发生针刺伤的护理实习生进行回顾

性分析，暴露源以 HBV为主占 47.37%，其次为梅毒螺旋体

占 26.32%，HCV占 14.47%、HIV占 11.84%。宋敏等 [12]于

2017年 8月 -2018年 8月对 62名实习生进行回顾性分析发

现，发生血源性职业暴露的病原体以乙型肝炎病毒为主，占

43.55%。多项研究表明，医学实习生血源性职业暴露率处于

较高水平，且显著高于国外同类研究报道，针刺伤成为医学实

习生血源性职业暴露的主要暴露环节，暴露病原体主要以乙

肝病毒为主。可见，医学实习生发生职业暴露的风险越来越

大，职业暴露发生率越来越高，医学实习生已经成为职业暴露

的高风险人群。

2 医学实习生血源性职业暴露知晓率和防护现状

研究认为，安全事故发生的根源主要是由人的不安全行

为导致，医学实习生群体较一般工作人员发生职业暴露的机

率更大的原因在于职业防护认知不足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

力和风险防范意识薄弱。有研究结果显示医学实习生血源

性职业暴露知晓率在优良、较好、一般、较差的知晓程度分别

为 3.11%、27.85%、35.56%、36.44%，总体知晓情况一般，为

66.52%[13]。与其他传染病病原体相比，目前，艾滋病已成为

急诊科医务人员及护理学生工作中最常见的职业暴露。朱婷

等 [14]对急诊科实习护生在血源性传染病防护相关知识上知

晓率为 67.13%；暴露后预防性用药知晓率为 37.03%；防护

知晓率上如何正确、合理使用护目镜、穿隔离衣的知晓正确率

为 50.92%。郑玉莲等 [15]调查发现神经内科的实习护士艾滋

病等血源性传染病防护知识知晓率为 79.22%。

在血源性职业暴露的防护认知上，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研

究，陈碧贞等 [16]对某三甲医院 375名实习进行职业暴露及防

护认知调查，在防护上接触血液、体液、分泌物等戴手套防护

占 53.33%，当出现破损皮肤，接触血液、体液及分泌物等戴双

层手套进行防护占 20.53%。可见实习生在职业暴露的防护

认知上知晓率并不是很高，有研究显示 [13]，防护知晓率与不

同学历、专业、年龄段、医院级别、主要的工作地点、是否接受

过职业防护教育或培训以及是否参与过有创诊疗操作或手术

有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但也有研究认为，不

同专业的医学实习生发生血源性职业暴露并无明显差异，袁

文悦等 [17]对汕头大学医学院在读本科生血源性职业暴露认

知情况和防护意识进行调查，其中临床医学专业 88人，护理

学专业 86人，口腔医学专业 83人，结果不同专业医学本科生

对血源性职业暴露和职业防护的认知无明显差异（P＞ 0.05）

3 医学实习生血源性职业暴露影响因素

目前医学实习生血源性职业暴露呈现暴露率高，知晓率

低的现象，王欣鹃等 [18]认为护理实习生对血源性职业暴露的

认知不足和相关防护意识不到位是护理学生发生职业暴露率

较高的主要原因。张红等 [19]于 2017年 6月至 2018年 6月

对 217名护理实习生进行回顾性调查，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护理实习生的性格、学历层次、职业态度得分是护理实习生锐

器伤暴露情况的显著影响因素（P＜ 0.05）。罗薇等 [20]研究

认为不同年龄和学历是影响护生艾滋病知晓率的影响因素，

其中年龄越大学历越高，艾滋病知晓率则越高。蔡枫瑜 [21]通

过对福州、泉州、三明三地临床专业医学实习生进行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影响医疗安全认知的影响因素为“学历水平”和

“临床实习时间”，其中学历越高认知得分则越高，实习时间

越久得分却越低。魏燕定等 [22]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学历、年

龄、是否喜欢护理专业、家中有无从护理专业的亲属、是否发

生过职业暴露以及是否接受过相关培训是影响手术室护生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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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病知识知晓的重要因素。

4 医学实习生血源性职业暴露对策研究

标准预防技术目前已被公认为是预防皮肤和黏膜职业性

血液接触的行之有效的一个重要理念和方法，国内外对医护

人员职业暴露和标准预防认知及执行现状都给予了积极关

注。研究显示 [23]，医护人员在诊疗活动中遵循标准预防原则，

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在医疗操作中戴手套使皮肤的血液接触

率从 11.2% 下降到 1.3%。有研究表明，实施职业防护教育可

提高 52% 的防护知识知晓率，降低 33%的针刺伤发生率 [24]。

因此，不同的学者们通过形式多样的培训形式和对策进行职

业防护的积极探索。代勤韵等 [25]通过选取 168例临床医学

专业本科生进行分组研究，结果采用情景模拟教学法进行岗

前培训的观察组在理论考核及操作考核的成绩高于采用传统

教学方法的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周鼓

利等 [26]于 2017年 7月 -2018年 6月选择 126名实习生按照

是否采取了干预策略进行分组，，结果发现研究组的职业暴

露发生率为 4.76%，干预组的职业暴露发生率为 30.16%，研

究组显著低于干预组（P＜ 0.05）。刘莉等 [27]通过对 2017年

6月 -2018年 4月对 98例实习生进行随机分组实验，结果采

用目标管理法的实验组，在职业暴露发生率和防护知识认知

水平上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性（P＜ 0.05）李桂链等 [28]

通过 2016年和 2017年两组实习生进行分组对比，以 2017

年 95名实施标准预防知识竞赛强化标准预防教学后实习生

的职业暴露率（5.3%）较 2016年未实施标准预防知识竞赛的

85名实习生职业暴露率（20.0%）降低。钟鸣等 [29]于 2016

年 1月 -12月期间通过随机选取 160名实习生，观察未实施

PDCA循环管理的对照组和实施 PDCA循环管理的观察组

的职业暴露发生率，结果对照组的暴露发生率高于观察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综上，医学实习生血源性职业暴露的发生率高，防护知识

不足和防护意识薄弱，目前防护职业教育尚未形成统一，在院

校教育上未开设有专门的课程，没有统一的教材。虽然学者

们不断的探索，各研究对策形式多样，但职业防护对策仍处于

摸索阶段，严重影响医学实习生的职业防护认知和技能能力

的提高，此外，随着新发传染病突发及传染病病毒株的不断变

异，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上，职业防护教育的缺失将会影响其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自我防护能力，增加职业暴露风险。因

此，在院校教育上开设专门的课程，将职业防护和教育纳入医

学基础课程，在临床实习中重视岗前培训和临床带教，将有利

于进一步降低医学实习生血源性职业暴露的发生率，增强防

护意识和技能，减少职业暴露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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