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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护生针刺伤防范教育的效果观察
顾苏平

（山西省晋城市第二人民医院，山西  晋城）

摘要：目的  探讨实习护生发生针刺伤的原因分析及对策。方法  选取 2015 年至 2016 年共实习护生 116 名，分为对照组 2015 年 58
名和观察组 2016 年 58 名。结果  观察组护生发生针刺伤 5 例，比例为 8.62%，对照组护生发生针刺伤 1 例，比例为 1.72%。发生针
刺伤的实习护生均按照我院相关规章制度进行处理，未发现相应的感染血源性传染性疾病。结论  加强实习护生对预防针刺伤相关知
识培训，从而使实习护生个人防护意识加强，可使实习护生发生针刺伤得以有效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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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实习护生在医院面临各种锐器刺伤是最常见的一种。护

士是发生针刺伤及感染经血液传播疾病的高危职业群体。
据报道，全球每年大约有 20 万护士被针头刺伤，存在感染 20
多种血源性疾病的潜在危险 [1]。而实习护生刚从学校转入临
床，内心比较无措，心理素质不稳定，技能操作不熟练，缺乏
实践经验及防护知识，是发生针刺伤的高危人群。所以，对
于实习护生的预防针刺伤教育，提高其安全防护意识迫在眉
睫，刻不容缓。为此，我院对实习护生的预防针刺伤教育制
定了规范的培训，取得了良好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3 月实习护生 58 名，均为女性，
年龄 16.8~21.1 岁，平均年龄 18.9 岁，中专学历 29 名，大专
学历 29 名，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3 月实习护生 58 名，均为
女性，年龄 16.5~21.3 岁，平均年龄 18.5 岁，中专学历 30 名，
大专学历 28 名。
1.2   方法

2015 年对实习护生按照实习大纲要求，进行常规带教。
2016 年对实习护生除按照实习大纲要求进行常规带教外，
另外对职业防护知识进行专门的培训。①有学者通过研究
发现，通过开展有效全面的职业暴露防护教育培训，并将培
训内容应用在日常工作中，可有效减少锐器伤导致的职业暴
露，数量超过 30.00%[2]。实习护生到我院实习后采取集中授
课，邀请院感科工作人员进行院感知识培训，包括医疗垃圾
分类、打包、洗手法等相关知识；②实习护生到我院实习后，
不急于让其参与护理工作，首先了解其是否熟练掌握预防针
刺伤的防护。同时我们将针刺伤的相关知识及应急预案制作
成课件，方便护生反复学习，内容包括临床工作中常见的高
危操作及预防知识，同时配以真实的场景照片，汇总常见的
高危、不规范、易发生针刺伤的操作，并且在每一个错误操作
的照片后附有正确操作。细化到如何粘贴输液贴、拔针、处
理采血后的针头、处理穿刺失败的针头等，通过这种直观的
呈现，更加深与提高了护生的防护意识及感性认识；③严格
带教老师标准，加强其专业护理技能培训，要求老师不仅对
工作负责，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熟练、规范的技能水平，还要
对护生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在临床带教中能认真讲解与示范
指导，做到“放手不放眼”。还要求学生每到一个科室，带教
老师都要重点对防护知识进行培训，强化职业防护教育，职
业防护教育贯穿了临床整个实习全过程，从而减少针刺伤的
发生；④针刺伤多在拔针时发生，入科后首先由带教老师亲
自示范正确的输液固定针头方法与拔针方法、针头处理等，
规范每一项细节环节的操作要点。临床带教中，加强对护生
各种注射、输液、采集血标本等操作的规范示范和指导，提高

其规范操作，减少针刺伤发生；⑤对实习护生进行发生针刺
伤后的应急预案演练，由带教老师亲自进行指导，让学生练
习发生针刺伤的处理过程，确保学生熟练掌握；⑥告知实习
护生临床操作过程中发生针刺伤后，应立即报告带教老师，
带教老师按照医院相关流程上报院感科和护理部，如发生针
刺伤的实习护生受到携带梅毒、乙肝等病原体患者的血液或
体液污染后，应接种相应的预防疫苗和蛋白，从而有效预防
病毒感染，并进行追踪确认，确保护生在实习期间的安全。

2   结果
两组护生进行在实习期间发生针刺伤的例数比较，对照

组发生针刺伤例数显著低于观察组的（8.62%），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生进行在实习期间发生针刺伤的例数比较（n, %）

组别 人数 发生例数 百分比

观察组 58 5 8.62

对照组 58 1 1.72

3   讨论
针刺伤是一种刺入皮肤深部的意外伤害，护理人员在工

作中不可避免。这种刺伤可能导致多种经血液传播的疾病，
从而产生致命的后果 [3-4]。因此培养良好的工作习惯是非
常重要的，在实习护生刚刚进入临床，对针刺伤的危害认识
不足，自我防范意识淡薄，对针刺伤的预防知识不重视。在
护理操作中不够重视，觉得一次小小的针刺伤没什么，还有
一些工作人员心存侥幸，觉得一次针刺伤不一定能感染上疾
病。因此要加强对护士职业防护教育，提高对职业安全的认
识和防护认识。

将职业防护教育归入每年的带教计划中，使实习护生接
受全面、规范的职业防护教育。要求带教老师对每项护理操
作进行规范培训，重点强调常见的高危、不规范、易发生针刺
伤的操作，将职业防护教育纳入到日常工作当中，通过带教
老师的言传身教，提高实习护生的自我防护意识 [5-6]。不允
许实习护生单独操作，培养良好的操作习惯，从而避免针刺
伤。同时重视实习护生的心理变化，实习护生的心理紧张，
容易忽视正确的操作规程，急于完成此项操作，增加了发生
针刺伤的机会，因此也要关心爱护学生，在操作过程中给予
心理支持也是非常关键的。

同时也需要对针刺伤进行有效处理，例如需要对实习护
生进行相应的教育教学，让其了解到在针刺发生后如何进行
相应处理，通过应急演练的方式能够帮助护士认识到在针刺
伤后如何进行有效处理，从而尽可能地减少针刺伤的危害。
尤其是实习护生经常会因为没有经验等情况导致针刺伤的
发生 [7-8]。因此在其发生了针刺伤后，带教老师也需要对其
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对其是否发生了针刺伤进行检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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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在耐多药肺结核患者的医治过程中采取知 - 信 - 行模

式，能够使得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得到显著性的提高。依从
性被定义为一个人的行为和健康指导始终维持在同一个水
平上，这其中的“行为”包含有以下几点具体内容：比如根据
医生的嘱咐进行服药、定期开展检查、对吸烟和饮酒等不良
方式做出改变等。对耐多药结核病进行医治需要患者维持
长期按时服药，需要较多的医疗费用。尽管我国有许多地区
都能够为结核病患者供应药物进行医治，且不收取任何医药
费用，但是患者进行与结核病有关的检查和购买辅助用药的
费用都比较高，昂贵的抗结核二线药加重了患者的家庭经济
负担，又由于结核药物会产生一些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的不
良反应，使得患者在尚未取得疾病痊愈时便自动放弃继续服
药。采取怎样的方式使得耐多药肺结核的信念发生转变，并
使得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得到提高始终都是医疗科研人员研
究的关键内容。在本研究中，结果表明，在入院 7d 内，观察
组和对照组的知识、信念、行为水平等均不具备显著性差异，
证明没有统计学意义存在（P>0.05），在开展健康教育后，两
组患者的知识正确率、信念优秀率和行为有效率均比之前有
了显著性的提高。由此证明，患者在取得信息后，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使得其对耐多药肺结核的相关知识有更多的了解，
从而使得自己的信念和行为发生改变 [6-8]。

耐多药肺结核的治疗是一个长期循序渐进、规律性的过
程，疗程长，许多患者对耐多药结核认识程度低，误认为痊愈
而停药，因此对耐多药肺结核患者进行知识的宣教，从而改变
信念及行为至关重要，使患者认识到规律、定时、遵医嘱服药
的重要性，从而提高治疗的成功率和降低患者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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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知识、信念和行为评分的比较 [n(%)]

组别 例数
入院 7d 内 入院 6 个月后

知识正确 信念优秀 行为优秀 知识正确 信念优秀 行为优秀

观察组 40 29（72.5） 23（57.5） 22（55.0） 39（97.5） 38（95.0） 37（92.5）

对照组 40 26（65.0） 21（52.5） 20（50.0） 29（72.5） 28（70.0） 26（65.0）

χ2 0.524 0.202 0.201 9.804 8.658 9.038

P 0.469 0.653 0.654 0.002 0.003 0.003

预案，由专人记录演练过程及所用时间，考核整个应急预案
过程中护士的处理程序是否正确，方法是否妥当，相互间的
配合是否默契，急救技术掌握情况（如快速建立静脉通道、心
肺复苏等），演练结束后由演练者首先进行过程描述，并进行
自我评价，然后由护士长逐一进行点评，点评内容包括演练
时间、过程、关键环节，本次演练出现的突发情况，护士的应
急能力和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4   体会
培养合格的手术室护士，要从严要求，从点滴做起，不断

积累。制定目标，护士积极参与是基础；督促指导，检查效果
是关键；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是必要条件；在培养专业思维

的基础上，达到培养合格的手术室护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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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检查的方式能够了解到当前实习护生出现的针刺伤严重
程度，从而可以对其实施相应处理，保证到将针刺伤危害降
低到最小。

综上所述，在实习护生临床实习期间，进行全方面的职
业防护教育，对发生针刺伤的重点环节进行反复强调，更要
理论联系实际，从而提高实习护生的自我防护意识，可有效
减少其发生针刺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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