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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护士职业暴露危险因素分析与防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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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儿科护理人员职业暴露的危险因素及防护措施。方法分析儿科护理人员职业暴

露的危险因素，并提出切实有效的防护措施。结果危险因素主要有针具、刀片、玻璃碎片损伤以及血液、分

泌物污染等。结论强化儿科护理人员职业暴露防护意识是有效防止职业感染发生的关键，采取有效的防

护措施是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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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是一个具有潜在职业危险的工作场所，儿科护士必

须正确认识职业暴露的危险因素，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才能保障自身健康和职业安全，高质量、高效率为病人服务。

本文对儿科护士职业暴露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

的措施和对策。

1职业暴露的主要危险因素

1．1各种针具等锐器损伤

1．1．1针具等锐器损伤：这是医护人员感染医源性病原体

的主要途径H】，首先是住院患儿在治疗护理上的不依从性、

护理人员操作不熟练以及家属不积极配合或配合不当，导致

操作中意外针刺伤或操作后拔针时由于患儿躁动或旁人干

扰而致针刺伤。7其次是针头使用后置锐器盒或双手回套针

帽及整理用物时意外刺伤。

1．1．2刀片损伤：儿科临床护理工作中，输液是最常用的治

疗手段，对3岁以下婴幼儿，我院大部分护理人员选择患儿

头皮静脉，在给患儿剃头时，由于护理人员操作不熟练或患

儿躁动，以及使用刀片后放置不妥等导致刀片刮伤。

1．1．3玻璃碎片损伤：加药过程中，锯玻璃时用力过大致安

瓿在手中碎裂，或用手掰安瓿时不用纱布包裹，导致玻璃碎

片嵌进手指皮肤；治疗前后擦拭治疗台或洗治疗巾时未带防

护手套不小心刺伤。

1．2血液污染主要是含有HBV、HCV、HIV、梅毒以及其

他感染性疾病的血液污染针头及医疗器械，经破损的皮肤和

黏膜直接接触感染。

1．3患儿的排泻物以及分泌物污染治疗过程中由于患儿

哭闹，导致唾液、泪液、鼻腔分泌物、呕吐物或是粪便、尿液等

污染。

1．4体液、排泄物、血液、羊水污染 产科护士在操作中不

可避免的接触到产妇的阴道分泌物、血液、羊水等，也会被污

染。

1．5工作压力和心理因素导致的免疫力降低由于儿科护

理工作的特殊性和患儿家属对护理工作的高要求性，使护士

心理压力和工作压力加大，从而导致抵抗力下降，容易发生

感染。

2防护对策

2．1加强岗前培训。对新转入儿科的护理人员，护士长或

高年资护士要加强对其进行职业暴露危险因素及防护措施

的培训教育，使每个护理人员充分认识到职业损伤的危害

性，以便采取强有力的防护措施，减少职业暴露的发生。

2．2加强宣教与沟通。患儿入院后，护理人员要有高度的

责任心和爱心，及时做好接待，有针对性地对家属进行宣教

及有效沟通，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取得家属的理解及配合，

减少由于患儿燥动造成的意外职业暴露。

2．3严格执行和规范操作规程，预防导致针刺伤的高危因

素产生‘引。

2．3．1教育护理人员对分离后的针头要及时置人锐器盒

内，并摆放有序，位置相对固定，禁止双手回套针头帽，防止

使用后的针头折断或弯曲。

2．3．2对不合作的患儿应尽量选择四肢静脉，如必须选择

头皮静脉时，要家属积极配合和采取必要的约束措施，固定

好患儿头部，使用后的剃刀要及时置于耐刺防渗漏的锐器盒

内，以防刮伤。

2．3．3锯玻璃瓶时用力应适当，并尽量使用纱布包裹再掰

安瓿；擦治疗台及洗治疗巾时要带防护手套。

2．4在护理技术操作中要求护理人员熟练掌握儿科各项技

术操作，并严格执行无菌技术操作规程，在操作过程中对不

合作的患儿可适当带防护工具，避免接触患儿的排泻物以及

分泌物。要严格进行洗手以防医院内感染的发生D】。儿科

护理人员应掌握六步洗手法。感控科工作人员和科护士长

要不定时对护理人员进行院感染相关知识培训及有关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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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和操作规程考核考试，提高护理人员的无菌操作和职业

暴露危害的意识。

2．5护士是最容易接触患者的血液和体液的人群，而且为

高危性接触H1，要教育护理人员树立预防观念，严格执行标

准预防规范，凡有机会接触产妇血液、体液、羊水等污染的人

员，必须戴手套、防护围裙和护目镜等，如不慎接触到血液、

体液应立即在自来水下反复冲洗，如不慎飞溅到眼睛，即反

复用生理盐水冲洗，必要时滴眼液。

2．6 由于护理人员使用和接触注射针、输液针等针具的机

会最多，如一旦发生针刺伤，应立刻轻轻挤压伤口周围，尽可

能把被污染的血液挤出，再用肥皂水及流动自来水反复冲洗

后，用0．5％碘伏消毒伤口，同时向医院感控科报告刺伤的原

因及处理过程，必要时注射高效免疫球蛋白和进行相应免疫

接种‘“。

2．7护士长要实行人性化管理，多关心护士们的身心状况，

及时帮护士调整心态；注意安排好护士的工作和休息，做到

劳逸结合，以保证护理人员良好的身体素质和旺盛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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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内外研究显示，HIV／HCV混合感染的现象较为普遍，HIV感染可能阻碍HCV急性感染者体

内HCV的清除，更易导致慢性肝炎和肝硬化；同时，HCV也可能加速HIV感染发展到艾滋病的进程。对于

HIV／HCV混合感染的治疗，依然是用相应的药物对两个病毒进行对应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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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tatus of studies for∞一infection of IⅡ、r and HCⅣ矸砸7以n—lu．脚Z^i—c^“m&hod of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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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Abstract] It is reported that mV／HcV CO—infection is very r口t)nllnon．The clearance of HCV would be

hampered because of HIV—infection in human．resulting in the developmem of chronic hepatitis a8 well 8,8 liver eir-

rhosis．At the Smlle time．HCV／HIV eo—infection may accelemte the progress of HIV infection to AIDS．The treat-

merit of HIV／HCV CO—infection is still hased on single infection．no co—treatment standard was provl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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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eiency virus，HIV)

是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eieney

syndrome，AIDS)的致病因子。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08年

公布全球HIV／AIDS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感染者已达3 320

万，2(107年仍有约270万新增感染者，另有约200万人死于

艾滋病。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是丙型肝炎

的致病因子。据报道，目前全世界大约1．7亿人感染HCV，

感染人数比HIV高许多倍，每年新增HCV感染人数约为300

—400万，仅少数能清除病毒，75％一85％的患者发展为慢性

肝炎，其中20％的患者20一30年后可发展为肝硬化、肝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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