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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刺伤在临床上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其在医护人员当中一旦发生,将会造成许多不良的负面影

响,属于医护人员工作当中的职业性伤害。医护人员在临床上,与患者的血液、体液等等会直接接触,比

如穿刺、手术等过程当中,一旦被锐器刺伤等,那么许多的病原体就会通过血液进行传播,引发较为严重

的后果。大量研究证明：护士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更加容易发生针刺伤,更加容易发展成为血液传播感染

疾病,因此,临床要采取相关的措施,减少医护人员发生针刺伤的可能性。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是需要建立

在原因分析等方面的,因此,临床上需要对针刺伤发生的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且加强医护人员的自我

保护意识,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减少针刺伤的发生概率。本次综述为了提升护理人员对针刺伤的认识加

强自我保护意识,减少针刺伤的发生,对针刺伤的危害针刺伤的损伤因素进行分析,制定出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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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edlestick injuries are the most common occupational injury among medical staff. Medical staff will 

direct contact with various pathogens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such as contacting with body fluid, blood, stabbing 

by various sharp tools during various invasive operations, because the needlestick injuries are the most common 

occupational injuries among various sharp tool injuries, thus a variety of pathogens can be transmitted through 

needlestick injuries. The potential risk of blood borne infection caused by occupational exposure caused by 

needlestick injurie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proved that nurses are 

high-risk occupational groups for needlestick injuries and blood borne infections.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e high incidence of needlestick injuries among nurses, but needlestick injuries can be avoided by enhancing 

self-preservation awareness, strictly following the operation process and paying careful attention to the details of 

operation. Therefore, we should strengthen nurses' self-protection awareness and formulate specific protective 

measures to reduce or eliminate the occurrence of needlestick injuries. In order to improve nurses' 

understanding of needlestick injuries, strengthen self-protection awareness,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needlestick injur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arm and the injury factors of needlestick injuries, and formulates 

preventiv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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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针刺伤的定义及危害 

1.1针刺伤的定义 

针刺伤是指针头等尖锐物扎入皮肤后引起的伤害,在临床

上发生率较高,也是医护人员发生职业损伤的主要原因,手术刀

片、穿刺针缝合针以及注射针等多种医疗器械,均有可能对医护

人员造成针刺伤,而针刺伤也是传播许多疾病的途径。 

1.2针刺伤的危害 

针刺伤的发生,危害是较为严重的,很多传染病,均可以通

过血液进行传播,比如乙肝、丙肝、艾滋等等等,经过临床统计,

目前很多的病原体均可经针刺伤接种传播,艾滋病病毒,往往只

需要0.004ml的血液,就足以发生传播和感染,致病性非常的强。

一旦发生针刺伤,那么就有可能传染给医护人员。病原体经针刺

伤口进入体内可引起局部或全身感染,任何针刺伤口都可能有

破伤风杆菌的存在。此外,针刺伤的发生,还会对医护人员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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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维度的损伤,造成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需要后续长期的治

疗。根据临床数据显示,目前医护人员发生针刺伤之后,会出现

不同程度的焦虑、恐惧、悲伤等,对自己病情担忧,对自己的生

命安全担忧,存在抑郁、焦虑、失眠等问题,经常做噩梦,对重新

回到工作岗位仍感到恐惧,还有的表现为担心、害怕、恐惧、自

责、内疚,有的会自我怀疑,认为无法胜任护理工作,出现退缩、

逃避行为,因此,一旦发生针刺伤,不仅对医护人员的身体是个

考验,对其心理更是个巨大的挑战。 

2 发生针刺伤的原因及具体环节  

2.1缺乏自我防护意识 

首先,医护人员在上岗之前,未接受系统的自我防护意识培

训,未实施职业安全教育,使护士对护理职业防护普遍预防,标

准预防,进行何种操作时需要戴手套,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如何

减少器具对自己的损伤,损伤发生后,如何第一时间进行清理等

等。医院的宗旨是为了患者服务,但是也要尽可能的减少医护人

员的损伤,这样才能够让医院的运转顺利进行,也能够让患者放

心,让医护人员放心。 

2.2护士没有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很多医护人员在工作过程当中发生针刺伤,也是由于自己

工作不小心造成,没有专心工作或者是分神,这些也是导致医护

人员发生针刺伤的一大原因之一。发生针刺伤之后,很多医护人

员会出现过于紧张的表现,从而忽略了第一时间的处理工作。针

刺伤的发生,主要是集中在穿刺的过程当中,使用注射器时,没

有重新盖帽,或者缝合过程当中,抽血拔出针头时,误将针头刺

伤自己。其次,当针刺用具使用完之后,没有重新盖帽,针头在收

集时,误伤自己或者其他医护工作人员。 

2.3护理人员缺乏,导致护理劳动强度大 

随着医疗的不断发展,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创新,配套也相对

逐渐完善起来,但是临床医护人员的数量仍然不足,这会导致医

护人员的工作压力逐渐增大,医院没有按照医护、床位比例进行

配备护理人员,或者是申请要护理人员充实到临床一线,但是主

管部门没有给予通过,特别是近10余年,医务人员出现的断层,

特别是护理人员缺乏,而且人员流动性大,有的护理人员纷纷从

事管理或改行,加剧了护理人员的不足,因此,护士在这种情况

下,面对的是强大的工作量,不得不紧张的工作,甚至有的护士

晕倒在岗位上,增加了针刺伤发生的可能性。 

2.4医院缺乏应对措施 

针刺伤的发生,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很多医院缺乏相关的重

视度,再加上管理者的忽视,导致很多工作不到位,此外,医护人

员自我防护没有落实到位,缺乏相关的培训等,使得很多护理人

员的自我保护技巧不足。 

2.5环境因素 

有的医院的条件有限,病房采光不好,夜晚病房灯光昏暗等

因素；还有就是在紧张的抢救过程中,患者的不配合,患者突然

乱动,导致刺伤护理人员自己。 

3 防护措施 

3.1加强职业防护培训 

美国疾病控制与防治中心(CDC)的相关数据表明,有一半以

上的针刺伤其实是可以避免或者预防的。避免或者预防的措施

有很多,比如对医护人员的日常行为进行规范化,对医护人员的

相关培训日常化等等,掌握锐器刺伤后的处理措施等等,这样均

能够减少针刺伤在临床上的发生率,做好医护人员的自我保护

工作。医护人员对于针刺伤的预防态度要积极,积极的掌握相关

的医学知识,这对预防针刺伤,减少意外针刺伤的发生具有积极

作用。因此,要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培训和学习,尤其是教育方面

的培训,涵盖内容主要是公共卫生、上报系统等。每年全院培训

至少安排2次,并且科室内部也要安排自己的培训,每个月一次

的频率。 

3.2保护性护理用具的使用 

在个人防护中, 主要也是 为有效的即是手套,虽然看起

来作用不大,但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或者降低针刺伤的发

生。相关研究表明,如果一个被污染的钢针,经过乳胶手套或聚

乙烯手套之后,那么血量会减少一半以上,也就是,手套能够隔

绝一半以上的被污染血液接触到医护人员的血液当中。其次,

可以采用标准锐器盒来放置医疗废弃物,这样也能够使得针刺

伤的发生概率大大降低。可以广泛的采用指拔针法,在输液当中,

能够明显的减少针刺伤,医护人员在使用针头时,要尽可能的将

针头完全掌握,避免针刺伤的发生。安全针具包括静脉采血设

备、静脉导管设备以及注射设备等,安全针装置的应用可降低针

刺发生率。 

3.3改善医疗操作环境 

国外研究表明,操作环境,也是影响针刺伤发生的主要原因

之一,比如医护人员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使用安全针头注射器等,

使用负压标本试管采血等。在工作环境当中,增加医疗废弃物的

放置地,提供便于丢弃污染针头等锐利废物的容器等,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针刺伤的发生。 

3.4规范医疗废品的处理：医疗垃圾应专人收集和焚毁 

目前医院在处理医疗废弃物时,均有一套科学的流程,比如

将针头取下,浸泡,收集,再进一步分类等等,这些过程当中,会

使得医护人员的针刺伤发生概率增加,因此在回收时,要严格管

理,减少伤害。 

3.5建立医院职业暴露报告系统 

医护人员在发生针刺伤之后,要立即向相关的部门做汇

报,并且寻找科学的解决方法,妥善处理。相关部门要对针刺

伤的发生原因、过程、处理方式等进行汇总和分析,并且做好

相关的记录。 

3.6合理配置人力资源 

临床工作量大,患者多,这是目前我国医院当中面临的非

常普遍的现象,再加上工作人员配置不足,会给医护人员带来

非常大的隐性压力,一旦压力过大,会直接影响工作过程当中

的操作。长期负荷导致的工作失误等,也会导致针刺伤的发生,

因此医院和科室应结合具体情况配置护理人员,结合各时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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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量采用弹性排班,从而保证护士精力充沛,有足够的时间来进

行操作。 

3.7制定管理对策 

对医院的医疗废弃物管理要强化,凡是能够产生损伤性废

弃物的地方,要结合医院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科室都要配置锐

器盒以便于护士能在第一时间将针头放入锐器盒。对医院的感

染情况要加大力度进行调查和管理,区别对待医疗废弃物：当锐

器盒内有其他废物混入时,统一视为锐器处理,当锐器混入其他

医疗废弃物时,应当科室内通报,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4 发生针刺伤的应急处理  

4.1提倡安全注射 

安全注射的前提是医护人员的自我保护,在注射之前,要将

手清洗干净,并且做好消毒工作,在注射时,周围的环境要干净

整洁,并且明亮宽敞,切忌在拥挤的地方进行操作,其中,操作的

过程当中也要严格遵守无菌化的规定,注射器和针头要全部消

毒,并且严格遵守一个人一个针头的原则,切忌多次使用,但凡

穿刺针暴露时,要立即将针帽套回,第一是避免针头污染,第二

是减少针头对医护人员造成的针刺伤概率,针头使用完成之后,

要将其丢弃到专门的容器当中。 

4.2规范操作要求,养成良好的操作习惯 

注射器使用前和使用后,均要采用盖帽,切忌将针头暴露到

空气当中。注射器使用中要带手套,医护人员在操作时,要尽可

能的沉着冷静,如果需要传递医疗物品,那么要用托盘传递,不

要用手直接操作。注射器使用之后,要将盖帽盖上,之后放置在

专门的容器之内,禁止运输未盖帽的针头及将针头存放在床边、

治疗车顶部或治疗盘内等。 

4.3伤后的紧急有效处置 

一旦发生针刺,护士要冷静,不要慌张,迅速将手套脱掉,按

压住针刺的部位,并且尽可能的将血液挤出,之后采用流水进行

冲洗,采用碘伏或酒精对针刺的部位进行消毒,消毒后,进行包

扎。对患者的相关指标进行检测,比如乙肝、丙肝、HIV等结果,

如均为阴性,那么则不用过于担心,可以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进行

观察,并进行一些血液传染病的检查。如果患者检查过程当中,

出现了阳性,要根据患者的阳性结果,做出不同的措施,比如患

者是乙肝患者,那么要对针刺的医护人员,及时注射高浓度的乙

肝疫苗,之后对针刺的医护人员进行观察,如果患者是HIV患者

或携带者,那么要立即上报,并且由相关的人员进行专业的处理,

做出针刺的医护人员的感染评估和风险评估,及时用药进行控

制,之后运用抗病毒制剂或3种药物联合化疗,降低感染的可能

性,并且在之后的4周,6周,6个月,12个月定期检测HIV抗体。 

5 总结 

针刺伤在临床工作当中较为常见,但是也是一个相对较

为棘手的处理过程,因此,为了减少针刺伤发生的可能性,临

床应当采取措施,不断的完善相关的规定,提升医护人员的自

我保护意识,将针刺伤发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也大大的保护

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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