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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三甲中医院医务人员针灸针职业暴露调查

李飞燕，黄　平

（重庆市中医院感染控制科，重庆　４０００２１）

［摘　要］　目的　调查分析医务人员针灸针职业暴露发生现状及原因。方法　采用自制问卷回顾性调查某三甲

中医院涉及针灸针操作的２７个临床科室医务人员３年内发生针灸针职业暴露相关情况，并进行比较与分析。

结果　本次调查１５８５名医务人员中共有１６４名发生２３１次针灸针职业暴露，发生率为１０．３５％。不同年龄、工作

年限、职业类别的医务人员职业暴露发生率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０１），发生针灸针职业暴露的

主要为学员（包括实习生、进修生及规培生）、＜２５岁、工作年限１年以内的医务人员。２３１次针灸针锐器伤涉及的

针具主要为毫针（１０６次，４５．８８％）；刺伤环节主要是拔针过程中（６８次，２９．４４％）；暴露场所主要是病房（８２次，

３５．５０％）。按原则规范处理的１７６次，占７６．１９％，及时上报１４８次，上报率为６４．０７％。结论　中医医院医务人员

针灸针职业暴露发生率较高，应加强学员、新进员工的职业防护培训及考核，规范针具使用过程中的操作行为，进

一步预防及降低医务人员针灸针职业暴露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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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２０１７年《中医针刺类技术相关性感染预防

与控制指南（试行）》，中医针刺类技术包括毫针技

术、耳针、三菱针、皮内针、皮肤针等类别，中医针刺类

操作具有疗效明显、操作简单、经济安全、适用范围广

等优点，也是中医院最常见的中医诊疗操作之一［１２］。

随着血液传播性疾病感染者的增多，医务人员在针

刺类技术操作过程中发生针刺伤后感染的风险随之

升高［３］。本研究回顾性调查某三甲中医院医务人

员，对其在过去３年内针灸针职业暴露的发生情况

进行统计及分析，探讨针灸针职业暴露发生的现状，

提出降低针灸针职业暴露的针对性措施，以保障中

医院医务人员职业安全与健康。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某三甲中医院由两个院部组成，目

前有编制床位２５００张，实际使用床位２８４８张，现

有在岗职工４０００余人。选取其中一个院部涉及针

灸针操作的针灸科、治未病中心、康复科、脑病科、呼

吸科、疼痛科、中医经典科、骨科等共计２７个临床科

室的医务人员作为研究对象。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自制的《中医院医务人员针灸

针职业暴露调查问卷》，以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３日为调查

日，对研究对象近３年内针灸针锐器伤的发生状况

进行回顾性调查，实际操作针灸的医务人员（本院医

生／技师）、工作中可能接触针灸针的医务人员（护

士、规培生、实习生、进修生、其他人员）均参与调查。

１．３　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包括基本资料、锐器伤发

生情况及发生后的处理三个方面。基本资料主要包

括性别、年龄、工作年限、职业类别等内容；锐器伤发

生情况包括近３年内发生针刺伤次数、发生针刺伤

的针灸针类别、发生针刺伤时所在科室及所在地点、

发生针刺伤的过程及原因；发生后的处理包括局部

是否遵循标准规范操作及是否及时上报。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数资料采用例（％）表示，采用χ
２ 检验进行

比较，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涉及２７个临床科室

１５８５名医务人员，经科室负责人协助并询问医务人

员近３年是否发生过针灸针职业暴露后，再予以发

放问卷，共发放问卷１７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１６４份，

有效回收率９６．４７％。针灸针职业暴露发生率为

１０．３５％（１６４／１５８５）；不同性别医务人员职业暴露

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不同年

龄、工作年限、职业类别的医务人员职业暴露发生率

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０１）。发生

针灸针职业暴露的主要为学员（包括实习生、进修生

及规培生）、＜２５岁、工作年限１年以内的医务人

员。见表１。

表１　某三甲中医院针灸针职业暴露调查医务人员基本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　Ｂａｓ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ＣＷｓｗｉｔｈ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

ｐｏｓｕｒｅｔｏ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ｎｅｅｄｌｅｓｉｎａ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ｆｉｒｓｔ

ｃｌａｓｓ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项目
调查人数

（狀＝１５８５）

发生人数

（狀＝１６４）

发生率

（％） χ
２ 犘

性别 １．３３８ ０．２４７

　男性 ３９７ ３５ ８．８２

　女性 １１８８ １２９ １０．８６

年龄（岁） ５４．９９４ ＜０．００１

　＜２５ ８６ ２０ ２３．２６

　２５～３０ ３９３ ７０ １７．８１

　＞３０ １１０６ ７４ ６．６９

工作年限（年） １５２．４０９ ＜０．００１

　＜１ ３０２ ８９ ２９．４７

　１～３ ５０１ １７ ３．３９

　＞３ ７８２ ５８ ７．４２

职业类别 ４８９．２０２ ＜０．００１

　本院医生／

　技师

５５１ ３７ ６．７２

　本院护士 ８６４ ４４ ５．０９

　学员 １１４ ８１ ７１．０５

　其他人员 ５６ ２ ３．５７

２．２　针灸针锐器伤发生情况　本次调查的１５８５名

医务人员中，针灸针锐器伤发生次数及占比分别为发

生１次１３１名（７９．８８％）、２次１７名（１０．３７％）、３～５

次１０名（６．０９％）、＞５次６名（３．６６％）。

在２３１次锐器伤中，涉及的具体针灸针类别位于

前３位的依次为毫针（４５．８８％）、皮内针（２６．８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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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针（１５．１５％）；发生的刺伤环节主要是拔针过程

中（２９．４４％）、针具废物处置时（１８．１８％）、扎针前

（１５．５９％）；发生针灸针职业暴露最多的场所是病房

（３５．５０％），其次是理疗室（２１．６５％）和治疗室

（１６．４５％）。见表２。

表２　针灸针锐器伤发生时针具类别、刺伤环节、发生场所分布

犜犪犫犾犲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ｅｄｌｅｔｙｐｅｓ，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ｎｅｅｄｌｅ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项目
发生次数

（狀＝２３１）

构成比

（％） χ
２ 犘

针灸针类别 ３１４．５０５ ＜０．００１

　毫针 １０６ ４５．８８

　皮内针 ６２ ２６．８４

　皮肤针 ３５ １５．１５

　三棱针 １０ ４．３３

　火针 ８ ３．４６

　浮针 ５ ２．１７

　其他针具 ５ ２．１７

刺伤环节 ４０．８７８ ＜０．００１

　拔针过程中 ６８ ２９．４４

　针具废物处置时 ４２ １８．１８

　扎针前 ３６ １５．５９

　扎针过程中 ２８ １２．１２

　被他人误伤 ２１ ９．０９

　其他环节 ３６ １５．５８

发生场所 ５１．８６１ ＜０．００１

　病房 ８２ ３５．５０

　理疗室 ５０ ２１．６５

　治疗室 ３８ １６．４５

　门诊诊室 ２５ １０．８２

　其他场所 ３６ １５．５８

２．３　针灸针锐器伤发生后规范处理情况及上报情

况　发生针灸针职业暴露后，伤口局部处理措施遵

循“一挤、二冲、三消毒，必要时包扎”原则规范处理

的１７６次，占７６．１９％；２３１次针灸针锐器伤案例中，

及时上报１４８次，上报率为６４．０７％。见表３。

表３　针灸针锐器伤发生后规范处理及上报情况

犜犪犫犾犲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ａｆｔｅｒ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ｎｅｅｄｌｅ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项目 发生次数（狀＝２３１） 构成比（％）

处理情况

　规范 １７６ ７６．１９

　不规范 ２９ １２．５５

　未立即处理 ２６ １１．２６

上报情况

　及时上报 １４８ ６４．０７

　不清楚上报流程而未上报 ３６ １５．５８

　主观上认为没必要上报 ４７ ２０．３５

３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医务人员针灸针职业暴露发生率

为１０．３５％。针灸针作为临床治疗的一种辅助手段

应用广泛；医务人员工作时间长、压力大，职业防护意

识较差，防护设备配置不到位，管理体系及培训体系

不完善等因素均可能造成针灸针职业暴露的发生。

研究［４５］表明，医务人员在血源性职业暴露后极易产

生强烈情绪，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产生心理障碍。

本次调查中，学员、＜２５岁、工作年限１年以内

的医务人员是发生针灸针职业暴露的高危人群。不

同工作类别中，学员的针灸针职业暴露发生率最高，

为７１．０５％，可能是由于学员在职业初期侧重医学

知识的学习，普遍存在自我防护意识差，对职业暴露

危害认识淡漠等。此外，还可能与学员尤其是实习

生操作不熟练，加上带教老师“放手又放眼”，未及时

指导提醒有关。工作年限１年以内的医务人员针灸

针职业暴露发生率最高，为２９．４７％，可能是因为此

类人群工作年限短，工作经验不足，且在医院中承

担较多的医疗工作任务，职业防护意识不足，与相

关研究［６７］结果一致。本次研究中发生针灸针锐器

伤次数为１次的占７９．８８％，有２０．１２％的工作人员

针刺伤次数＞１次，甚至有３．６６％的医务人员超过

５次，这可能与部分工作人员未充分意识到针灸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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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伤可能带来的风险，甚至认为其不如其他类型针

刺伤风险大有关。

该研究中毫针导致针灸针职业暴露次数最多，

占４５．８８％，与毫针在该院各临床科室应用最多、尺

寸细小、操作存在一定难度等有关。刺伤环节中针

灸针拔针环节导致的职业暴露发生次数最多，占

２９．４４％，可能与部分中医医生在拔下针灸针后未立

即将针具丢入锐器盒、拔针操作不规范、拔针过程中

注意力分散及拔针过程中患者突发的肢体移动等有

关。其次，针具废物处置也是造成针刺伤的主要环

节，占１８．１８％。针灸针细长，部分医生在处置针具

时远距离扔针具入锐器盒，针具未准确扔入，反而回

弹或掉在地上再次拾捡，增加刺伤风险。另外，部分

患者在针灸针治疗时使用电针，医务人员在拔针后

未及时取下电针夹上的针具，导致其他工作人员再

次使用时不慎被遗留在电针夹上的针刺伤也是较常

见的原因，占１５．５９％。针灸针刺伤发生场所提示

病房、理疗室及治疗室是亟待加强整顿和培训的场

所，与夏晨等［８］研究结果一致，本次调查显示上述３

个场所发生职业暴露的次数占７３．５９％。

针灸针职业暴露处置需参照２００９年卫生部发

布的《血源性病原体职业接触防护导则》规范进行。

本次调查显示，７６．１９％的医务人员按照规范进行处

置，１２．５５％未按照该规范处理，另外１１．２６％的医

务人员未立即处理。上报情况中，６４．０７％的医务人

员表示发生针灸针刺伤后及时上报感染控制科，

１５．５８％因不清楚上报流程而选择不上报，２０．３５％

认为没必要上报。少报、漏报情况较严重［９］，这可能

与暴露者自身职业安全防护意识差、存在侥幸心理

有关，也反映出医院及科室应进一步加强职业暴露

培训。研究［１０１１］指出，少报、漏报是增加锐器伤暴露

的危险因素之一，一旦发生血源性职业暴露，暴露者

未及时进行伤口局部处理，未根据暴露源进行相关

病原体的预防和处置，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职业暴露

后的感染风险。另有研究［１２］指出，医务人员漏报的

原因可能与对工作的不安全感、对职业暴露发生后

处理及费用报销流程不清楚、时间紧张和工作压力

大等有关。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研究属于回顾

性问卷调查，存在回忆偏倚、匿名问卷调查追踪较难

等问题；其次，本调查只调查了该院的其中一个院

部，可能由于科室分布等原因存在一定偏倚。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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