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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例急诊科护理针刺伤的处置经验与预防要点 

余 静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广东广州 

【摘要】目的 探究急诊科护理针刺伤的处置经验与预防要点。方法 选取本院急诊科护理人员 20 名作为观

察对象，采取循证护理方法对急诊护理工作中针刺伤预防最佳证据进行获取，然后予以落实实施针刺伤有效预防

策略，对实践变革前后急诊护理人员的针刺伤发生情况、针刺伤知识知晓情况以及行为依从性进行对比分析。结

果 予以实施针刺伤预防最佳证据后急诊护理人员针刺伤发生情况显著下降，（（p＜0.05））；急诊科各层级护

理人员预防针刺伤知识知晓水平明显提升，（p＜0.05）；急诊科护理人员针刺伤标准操作依从性显著提高；（p
＜0.05）。结论 采用循证护理方式获取急诊护理人员针刺伤预防最佳证据并在护理实践中加以应用，可以有效促

进急诊护理人员针刺伤防护知识知晓率提高，在护理实践中可以高标准开展针刺伤防护标准操作，急诊护理人员

针刺伤率也显著降低，护理效果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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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and prevention points of 20 emergency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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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reatment experience and prevention points of needle stick injury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Methods select our emergency department nursing staff 20 as the observation object, adopt evidence-based 
nursing method of emergency nursing acupuncture to prevent the best evidence, and then implement the acupuncture injury 
effective prevention strategy, before and after the practice of emergency nursing staff acupuncture injury, acupuncture injury 
knowledge and behavior compliance comparative analysis. Results The occurrence of needle stab injury in emergency 
nursing staff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best evidence of prevention ((p <0.05)); the knowledge of 
nurse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p <0.05); the standard operation compliance of emergency department nurs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 <0.05). Conclusion adopt evidence-based nursing way for emergency nursing staff needle injury prevention 
best evidence and applied in nursing practice,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emergency nursing staff acupuncture injury protection 
knowledge awareness, in nursing practice can be high standard standard operation, emergency nursing staff needle injury 
rate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d, nursing effect is significant, worthy of application. 

【Keywords】Emergency nursing staff; Needle prick injury; Evidence-based practice; Nursing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急诊科是医院抢救急危重患者的第一战线，具有

工作量大、环境差、风险高等特性，在急诊护理工作开

展中，针刺伤是较为常见的一类职业性伤害，据报道，

每年我国基层医院中都会有很多针刺伤发生，且多数

针刺伤护理安全事件发生于急诊门诊中[1]。针对护理人

员针刺伤国内外临床护理中也加以重视，出现了多项

针刺伤防护规范、指南和专家共识，然而在急诊门诊护

理工作中作为参考时，仍存在很多的不足[2]。基于此，

本研究以循证护理的方式获取急诊门诊护理人员针刺

伤防护策略最佳证据，并在护理实践中对针刺伤防护

策略加以应用。以降低急诊护理人员针刺伤发生率，提

高职业安全性。现将研究结果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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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本院急诊科护理人员 20 名作为观察对象，所

选取护理人员均为女性，年龄在 24-46 岁，学历为：中

专、大专学历 8 人，本科学历 9 人，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 3 人，护理人员职务级别：主管护师 2 例，护师 4
例；护士 14 例。 

1.2 方法 
1.2.1 证据获取 
选取本院急诊科护理人员 20 例作为观察对象，采

取循证护理方法对急诊护理工作中针刺伤预防最佳证

据进行获取，围绕急诊护理人员针刺伤防护知识知晓

率、标准操作执行率及针刺伤的发生率展开研究，从针

刺伤管理培训、安全器具引入、标准化操作、无惩罚信

息化上报等几个方面进行证据汇总。 
危险因素归纳： 
（1）急诊科特殊性强。通过研究可以得知，急诊

科收治的患者大部分都需要紧急抢救的人员，这种情

况下为了保障患者生命安全，护理人员需要在短时间

内建立静脉通道，并完成血标本采集工作。如果患者的

病情变化较快，护理人员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合理佩戴

防护设施，也不能将使用的注射器、头皮针等医疗器械

进行二次分解，这些原因都会提升针刺伤的发生概率。

其次，护理人员抢救过程中，如果受到家属的干扰，也

会由于注意力不集中而导致针刺伤问题出现[3]。除此之

外，一些患者手术完成之后需要进行缝合，为了保障缝

合质量，进行缝合时护理人员需要频繁接触缝合针，该

情况也会增加针刺伤的发生概率。 
（2）护理人员操作习惯不合理。急诊科的一部分

护理人员并不具备较高的安全意识，如果缺少安全意

识进行护理时就会由于自我防护意识淡薄而导致针刺

伤发生。造成护理人员安全意识较为薄弱的主要原因

是医院并没有做好护理人员的职业防护教育，也没有

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来约束护理人员的工作行为，所

以导致护理人员在护理中不但不具有较强的安全意识，

也存在多种不良习惯。在急诊中，相比于锐器刺伤，回

套针帽导致针刺伤发生几率更高[4]。患者抢救完成后护

理人员需要将针头重新套上针帽，这时如果护理人员

的工作行为存在不合理性就会引起针刺伤发生。 
1.2.2 总体实施规划 
在证据变革前开展基线调查，证据实施过程中逐

步推进，先开展培训及管理制度文化建设，后推进需要

较长时间信息化变革以及安全器具引入，拟通过变革

实现从“管理层”到“个人点”急诊针刺伤防护意识及

防护行动全面提高。 

1.2.3 证据变革 
（1）完善制度建设，营造安全文化氛围。梳理完

善针刺伤护理管理制度，包括急诊职业防护管理制度、

急诊职业防护流程、急诊针刺伤应急预案等，并将管理

制度组织培训和情景模拟，让护士人人知晓，达到遵规

按章行事，遇事科学高效处理的效果[5]。（2）加强针

刺伤知识培训，提升专业素质水平。为通过循证护理实

践开展线上或线下培训，理论结合操作培训静脉注射、

静脉穿刺、利器处理、安全器具使用等并制定标准化操

作流程等。（3）引入安全型操作器具，改善职业环境。

联合院感办仪器设备科，急诊遵循“无针化”原则，使

用安全型留置针、采血用具、无针输液接头等安全型器

具，完全取代头皮针等，从根本上杜绝针刺伤发生及医

院感染的发生率。（4）定期临床督查，质量持续改进。

合理安排护理人力，并建立紧急情况下人力调配制度，

保障人力充足合理。并成立针刺伤专项质控小组，定期

督查临床穿刺、采血、利器处理等标准操作执行情况，

并每周进行反馈，每月采用分析法进行分析，查找根本

原因，针对查找到的原因，不断持续改进，达到质量持

续改进的效果[6]。 
1.3 观察指标 
对实践变革前后急诊护理人员的针刺伤发生情况、

针刺伤知识知晓情况以及行为依从性进行对比分析。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9.0统计分析软件包系统开展计量分析

统计结果差异研究，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χ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实践变革前后急诊护理人员的针刺伤发生情

况对比 
在 2022 年 1 月-6 月未执行循证护理实践前的半年

时间中，急诊科护理人员共计发生针刺伤 8 例；在 2022
年 7 月—2022 年 12 月执行循证护理实践针刺伤预防

策略的半年时间中，急诊科护理人员共计发生针刺伤 1
例，予以实施针刺伤预防最佳证据后急诊护理人员针

刺伤发生情况显著下降，（p＜0.05）。 
2.2 实践变革前后急诊护理人员针刺伤知识知晓

情况对比 
对实践变革前后急诊护理人员针刺伤知识治疗情

况的考核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其结果显示，实践变革后，

急诊科各层级护理人员预防针刺伤知识知晓水平明显

提升，（p＜0.05），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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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践变革前后急诊护理人员针刺伤知识知晓情况对比（x±s，分） 

审查时间 例数 主管护师 护师 护士 

实践变革前 20 84.36±2.67 83.67±2.17 80.37±2.94 

实践变革后 20 98.64±1.02 97.22±1.39 96.89±1.22 

t - 5.6798 4.1104 5.837 

p - 0.001 0.002 0.003 

 
2.3 实践变革前后急诊护理人员行为依从性对比 
实施变革前，戴双层手套（13 例）、严禁利器二

次处理（14 例）、禁止回套针帽（14 例）、安全性利

器盒应用（12 例）、依照规范安全操作器具（15 例）；

实践变革后戴双层手套（20 例）、严禁利器二次处理

（20 例）、禁止回套针帽（20 例）、安全性利器盒应

用（20 例）、依照规范安全操作器具（20 例）；诊科

护理人员针刺伤标准操作依从性显著提高，（p＜0.05）。 
3 讨论 
针刺伤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

究通过系统检索急诊护理人员针刺伤预防策略最佳证

据应用于实践，从针刺伤管理培训、安全器具引入、标

准化操作、无惩罚信息化上报等几个方面进行证据汇

总[7]。 
同时结合本院急诊临床现况及护士意愿进行证据

应用，分析证据应用期间的障碍因素并制定解决方案，

从而有效地促进了证据向临床转化，提高了理论操作

水平、规范了急诊护士工作行为，改善了急诊护士执业

环境安全，最终降低了急诊护理人员针刺伤的发生率
[8]。本研究有一定的局限，表现在仅针对一家医院的急

诊护士开展研究[9]。因此，还需要强化进一步研究人员

更为广泛的研究，增加与患者直接相关的结局指标，使

用更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下一轮的质量改进[10]。 
本研究结果显示，予以实施针刺伤预防最佳证据

后急诊护理人员针刺伤发生情况显著下降，（（p＜
0.05））；急诊科各层级护理人员预防针刺伤知识知晓

水平明显提升，（p＜0.05）；急诊科护理人员针刺伤

标准操作依从性显著提高；（p＜0.05）。 
由此表明，采用循证护理方式获取急诊护理人员

针刺伤预防最佳证据并在护理实践中加以应用，可以

有效促进急诊护理人员针刺伤防护知识知晓率提高，

在护理实践中可以高标准开展针刺伤防护标准操作，

急诊护理人员针刺伤率也显著降低，护理效果显著，值

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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