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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控制理论在急诊科护士针刺伤相关风险管理及防护中的运用效果研究

陆霞萍，梁文兰*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江苏苏州

【摘要】目的 探究层级控制理论在急诊科护士针刺伤相关风险管理及防护中的运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22.06-2023.06月我院急诊科的 33名在职护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并在此期间采取以层级控制理论为基础的干

预模式，对比分析干预前 1年与干预后 1年护理人员针刺伤相关情况。结果 急诊科护理人员采用以层级控制理

论为基础的干预模式后，其针刺伤相关评分、针刺伤发生率、干预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在急诊科护士针刺伤相关风险管理及防护中应用层级控制理论能取得较佳的效果，可有效提升

护理人员针刺伤相关知识、预防动机及防护行为等能力，从而降低针刺伤发生率。提高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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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ierarchy Control Theory in Risk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Needle
Stabbing Injuries among Emergency Department N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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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ierarchical control theory in risk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needle stab injuries among emergency department nurses. Method 36 in-service nursing staff from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22 to June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during
this period, an intervention model based on hierarchical control theory was adopted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situation
of needle injuries among nursing staff one year before and one year after the intervention. Result After using the
intervention model based on the hierarchical control theory, the nursing staff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showed better
scores, incidence rate, and intervention satisfaction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hierarchical control theory in the risk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needle stab injuries among emergency department nurses can achieve better results, effectively improving nursing staff's
knowledge, prevention motivation, and protective behavior related to needle stab injuries, thereby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needle stab injuries. Improve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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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伤是护理人员最常见的职业暴露之一，尤其

是在新招聘的护士中。这主要与防护意识的缺乏、针

伤意识的缺乏以及操作的不规范有关。护士因针刺损

伤感染血源性疾病的风险较高，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压

力，影响工作和生活[1]。急诊科有大量危重病人，病情

复杂，工作量大。护士发生针刺伤的风险更高，有效

的干预措施可以降低针刺伤的发生率[2]。基于此，本文

研究了层级控制理论在急诊科护士针刺伤相关风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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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防护中的运用效果，现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选取我院 2022.06-2023.06 月我院急诊科的 33 名

在职护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2名，女 31名，

年龄 23-51岁，平均（35.47±4.55）岁；急诊科工作年

限 1-21年，平均（10.28±5.55）年；护理本科 27名。

护理大专 6名；护士 9名、护师 15名、主管 7名、副

高 2名。纳入标准：均知晓本次研究内容，且已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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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同意书；均从事急诊临床护理工作，且为注册护

士；于临床工作中需要接触锐器者；临床资料完整。

排除标准：于本院实习、进修学习者；休假、外出学

习、生病、抽调从事非护理工作等时间超过 1个月者；

中途退出研究者。

1.2方法

干预前采用常规管理，包括知识培训、器具防护

等。干预后采用以层级控制理论为基础的模式，主要

包括：

1.2.1管理控制

（1）采用临床护士针伤相关知识、预防动机问卷、

保护行为问卷对 36名护理人员进行调查，了解急诊科

护理人员针伤相关知识、预防动机、保护行为现状及

对针伤的健康需求。已经为急诊科护理人员制定了一

项有针对性的培训计划，以防止针伤。团队成员采用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方式，通过组织内部学习、

参加外部学习和会议、通过电视网络学习、组织职业

安全防护继续教育课程等方式，加强护士的规范预防

意识和针伤意识。采用分层次培训的方式，对急诊科

护理人员加强和讲解各种手术中的标准预防和防穿刺

技术，进行面对面的指导和模拟使用场景进行培训。

鼓励急诊科护理人员探索针刺伤防护新方法、新技术，

及时提供心理疏导，改善身心健康；（2）急诊科护理

经理应根据护理人员的资质、能力、技术水平合理安

排班次和工作岗位，保证每班有足够的护理人员安全、

顺利地完成各项任务。同时，在排班时，应注意限制

医务人员的工作时间和班次，设置上限，避免因长时

间工作和班次造成的疲劳造成针伤。

1.2.2使用个人防护装备

干预人员应与急诊科护士建立信任关系，在不同

时间与急诊科护士进行访谈和沟通，引导急诊科护士

认识到规范化预防在临床工作中的重要性和针刺伤预

防之间的关系，纠正临床工作中不重视规范化预防的

态度;护士长应积极组织各种形式的规范预防知识培训，

促进护士深入了解规范预防，提高行为依从性的决心。

同时定期进行评估和效果反馈，与急诊科护理人员进

行讨论，制定科学规范的急诊科护理人员穿刺防护管

理制度、高危穿刺操作规程、职业暴露处理规程。培

养急诊科护理人员解决针扎伤心理状况的技能，确保

各种制度和流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确保护理人员改

变临床工作中的误解和行为，增强防护意识。此外，

建立了严格标准的预防和培训评估体系，并进行了严

格的评估。急诊科护士可以随时评估团队成员在临床

实践中的标准预防措施。每月对护士长的针尖防护知

识、防护意识、遵守各种流程和制度以及正确执行各

种操作程序进行一次评估，以创造良性循环并不断提

高质量。

1.3观察指标

采用我院自制量表对两组针刺伤相关评分进行评

估，包括针刺伤相关知识评分（共计 22个条目，每个

条目按照 Likert4级评分法进行计分，总分为 22-88分，

分数越高，急诊科护理人员对针刺伤相关知识认识度

越高）、针刺伤预防动机评分（共计 20个条目，每个

条目按照 Likert5级评分法进行计分，总分 20-100分，

分数越高，急诊科护理人员对针刺伤相预防动机越强）、

针刺伤防护行为评分（共计 17个条目，每个条目按照

Likert5级评分法进行计分，总分 17-85分，分数越高，

急诊科护理人员对针刺伤防护水平越高）；对护理人

员干预前 1 年与干预后 1年的针刺伤发生率进行统计

对比；采用我院自制调查问卷对急诊科护理人员干预

满意度进行评估，包括非常满意、满意、一般满意、

不满意。

1.4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χ±s”表示计量资料，组间比较结果采用 t检验；使用

“n，%”表示计数资料，组间比较结果采用χ2检验。P
＜0.05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干预前后针刺伤相关评分对比

干预后针刺伤相关评分明显高于干预前，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2.2干预前后针刺伤发生率对比

干预后针刺伤发生率明显低于干预前，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表 1 干预前后针刺伤相关评分对比（χ±s，分）

组别 例数 针刺伤相关知识 针刺伤预防动机 针刺伤防护行为

干预前 33 46.25±3.66 71.62±6.36 54.38±11.45

干预后 33 66.91±7.82 88.93±9.83 78.43±10.81

t - 13.746 8.493 8.774

P -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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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干预前后针刺伤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针刺伤例数 针刺伤发生率

干预前 33 17 51.52

干预后 33 7 21.21

χ2 - - 6.548

P - - 0.011

2.3干预前后满意度对比

干预前非常满意 8例、满意 11例、一般满意 6例、

不满意 8例，满意度为 25（75.76%）；干预后非常满

意 10例、满意 14例、一般满意 7 例、不满意 2 例，

满意度为 31（93.94%）。干预后满意度明显高于干预

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4.243，P=0.039）。

3 讨论

在临床护理工作中，护士每天都要接受侵入性治

疗和护理操作。这是职业暴露的高危人群，特别是被

各种污染的针头刺伤后，可导致血源性疾病，甚至致

命的后果，并带来恐惧、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严

重威胁护士的身心健康[3]。急诊科是治疗急症、危重症

和危重症患者的地方。护士在抢救病人的第一线，职

业暴露的危险因素明显高于其他科室。研究证实，大

多数针伤是可以有效预防的，提高防护意识是减少针

伤的关键措施之一[4]。

在本研究中，通过在急诊科护士针刺伤相关风险

管理及防护中应用层级控制理论，干预后针刺伤相关

评分、针刺伤发生率、干预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其可有效针刺伤

相关评分、针刺伤发生率、干预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是因为本研究基

于层级控制理论，从两个方面进行干预：管理控制和

急诊科护理人员使用个人防护装备，以提高他们的标

准预防和针头穿刺预防意识；制定科学规范的急诊科

护士针刺伤防护管理制度、职业暴露安全培训制度、

针刺伤各类应急程序[5]-[7]。通过定期评估和结果反馈，

协助急诊科护理人员培养针刺损伤的心理应对技能。

使他们注意标准预防和针刺伤预防，在临床护理工作

中自觉采取标准预防措施，加强安全操作技能，以降

低针刺伤的发生率[8]-[10]。

综上所述，在急诊科护士针刺伤相关风险管理及

防护中应用层级控制理论能取得较佳的效果，可有效

提升护理人员针刺伤相关知识、预防动机及防护行为

等能力，从而降低针刺伤发生率。提高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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