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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医学检验学生生物安全防护知识调查分析及教育

效果评价

汪文娟，徐亚君，张士化，张国南（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医学检验技术教研室　３１５１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生物安全防护知识教育的有效途径及教育效果。方法　教育前后分别对医学检验技术专

业１９７名学生生物安全防护知识和防护状况进行问卷调查，并将前后两次调查结果进行比较。结果　教育前学生

对生物安全知识相对缺乏，防护意识薄弱，教育后生物安全知识和防护状况都有明显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结论　对高职医学检验学生进行多种途径有针对性的生物安全防护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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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生物安全是指为避免微生物和医学实验室各种活

动中生物因子对人、环境和社会造成的危害或潜在危害，而采

取的防护措施、人员素质及管理措施，以达到对人、环境和社会

的安全防护目的的一种综合行为［１］。自从２００３年严重急性呼

吸综合征（ＳＡＲＳ）在新加坡、中国台湾和北京发生实验室感染

事件后，实验室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引起了各个国家的重视。国

内外实验教学中发生生物安全事件并不罕见，２００４年出现的

两例实验室内ＳＡＲＳ病毒感染者是在实验室从事课题研究的

学生［２］；Ｗｉｃｋｅｒ等
［３］研究中发现有５８．８％医学生在操作中至

少发生一次针刺伤事件。医学院校学生特别是医学检验专业

学生由于其专业的特殊性，在实验室里经常接触血液、尿液及

其他体液进行检测，更易发生生物安全事件。本文对在校医学

检验技术专业三年制２０１０届和２０１１届学生分别在进行专项

教育前后，开展防护知识的问卷调查，探讨生物安全防护知识

教育的有效途径及教育效果。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本院医学检验技术专业３年制２０１０届和

２０１１届学生（共１９７名）为研究对象。

１．２　方法　自行设计问卷调查表，对两届学生分别在教育前

和教育后对生物安全防护知识和行为进行问卷调查，以作对

比。以无记名答卷形式当场填写并收回问卷，共发放调查表

１９７份，回收１９７份，回收率１００％。

１．３　具体措施　针对教育前学生生物安全防护知识的认知情

况的调查，采取多种方式、多种途径进行教育，具体方法如下。

１．３．１　开展生物安全培训及宣传　在学生接触专业课程之前

进行生物安全知识的培训，介绍实验室生物安全的法律法规、

实验室管理办法、实验室标准操作手册、安全手册、仪器设备操

作手册等。带领学生到临床实验室实地参观，了解二级生物安

全实验室的标准建设和管理、规范的样本处理过程、生物安全

柜的正确使用、废弃物的处理流程等。

１．３．２　生物安全防护模拟训练　防止学生在实验室中发生职

业暴露事件，在开展实验实训前，对学生实施生物安全防护模

拟训练。让学生在进行实验操作时，了解哪些操作容易导致职

业暴露及相应的防护措施。例如，如何正确穿戴、脱卸各种防

护设备，标本洒落如何正确处理，离心标本时发生碎裂如何正

确处置等。为了提高学生的兴趣，可用角色扮演等方法进行讲

解和讨论，进一步加深学生的防护意识和处理能力。

１．３．３　完善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设备　只有很强的生物安全

防护意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全面的生物安全防护器材。在

原来实验室只有工作服的基础上，投入了防护服、手套、废弃物

分类垃圾处理设备等防护器材，使得生物安全防护教育顺利实

施开展。

１．３．４　加强实验室管理　加强医学教学实验室的管理，认真

做好实验室各项规章制度制定与落实，负责检查、监督生物安

全的落实情况，这样生物安全才真正的有保障。因此，在进入

实验室之前，要求学生自用物品、课本等应放在清洁区，禁止在

实验室内吃东西、玩手机甚至打电话，接触任何标本要戴手套，

各种实验室用品应按规定放置，保护实验室台面、地面及物品

表面不被血液、体液及排泄物直接污染。

１．３．５　专业课程中渗透生物安全教育　在医学检验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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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将相关的生物安全防护知识融入教学中，如在临床检

验课中标本采集操作时：（１）采集前要求学生穿戴工作服、口

罩、手套，做好一切防护准备；（２）采集过程中教育学生严格遵

守“无菌操作”，防止锐器刺伤和禁止回套针帽；（３）采集后按照

检验流程正确规范处理医疗废物。为了使学生能够重视生物

安全知识的教育，在实践考核中也融入生物安全防护教育，作

为考核的技能要求之一。

１．４　统计学方法　运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１６．０进行统计分

析，生物安全防护知识和防护行为教育前后比较采用χ
２ 检验，

犘＜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生物安全知识知晓情况调查　从表１调查结果显示，在

进行教育前，学生对基本的生物安全知识知之甚少，特别对实

验室生物安全水平分级及实验室紧急情况处理几乎无人知晓。

但进行生物安全教育后，学生对于各项问题的知晓率均明显提

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

２．２　生物安全防护状况调查　从表２调查结果显示，在进行教

育前，学生在进行实验操作时的防护状况令人担忧。只有８．

６％的人在接触标本时会戴手套；１０．２％的人曾经有过实验室刺

伤或标本污染经历；甚至有５．６％的人在实验室内饮水、进食，

但是经过一系列教育措施后，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教育前后实

验室操作时工作服的穿着率分别为９８．０％和１００．０％；对于学

校是否有必要开展自我防护教育，分别有９７．８％和１００．０％的

人认为有必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可见学生对实

施生物安全防护教育持有肯定和乐观的态度，这将促进防护教

育的成效。

表１　生物安全知识知晓率调查［狀（％）］

内容
教育前

知道 不知道

教育后

知道 不知道
χ
２ 犘

你知道什么是医院感染吗？ １１５（５８．４）８２（４１．６） １９１（９７．０） ６（３．０） ８４．５ ＜０．０１

你知道什么是职业暴露？ ５６（２８．４）１４１（７１．６） １７９（９０．９） １８（９．１） １５９．５ ＜０．０１

你知道威胁检验人员健康的危险因素有哪些？ ３４（１７．３）１６３（８２．７） １４１（７９．９）５６（２０．１） １４５．８ ＜０．０１

你知道实验室生物安全水平分为几级？ ２（１．０） １９５（９９．０） １９３（９８．０） ４（２．０） ３７０．４ ＜０．０１

你知道自我防护的措施有哪些？ ６７（３４．０）１３０（６６．０） １８６（９４．４） １１（５．６） １５６．４ ＜０．０１

你知道如何处置医疗废物？ ４８（２４．４）１４９（７５．６） １７１（８６．８）２６（１３．２） １５５．５ ＜０．０１

你知道如何正确使用防护用具？ ２３（１１．７）１７４（８８．３） １５８（８０．２）３９（１９．８） １８６．３ ＜０．０１

你知道如何处理实验室紧急情况？ １（０．５） １９６（９９．５） １３７（６９．５）６０（３０．５） ２０６．３ ＜０．０１

表２　生物安全防护状况调查［狀（％）］

内容
教育前

是 否

教育后

是 否
χ
２ 犘

你在接触标本时戴手套吗？ １７（８．６） １８０（９１．４） １３２（６７．０）６５（３３．０） １４２．７ ＜０．０１

你进行实验操作时穿工作服吗？ １９３（９８．０） ４（２．０） １９７（１００） ０（０．０） ２．３ ＞０．０５

你在实验操作时是否发生刺伤或标本污染事件？ ２０（１０．２）１７７（８９．８） ３（１．５） １９４（９８．５） １３．３ ＜０．０１

你是否在实验室内饮水、进食？ １１（５．６） １８６（９６．４） １（０．５） １９６（９９．５） ８．６ ＜０．０１

你是否在操作过程中使用手机或接听电话？ ５６（２８．４）１４１（７１．６） ５（２．５） １９２（９７．５） ５０．５ ＜０．０１

你是否把课本、报纸等相关资料带入实验室？ １７５（８８．８）２２（１１．２） １９（９．６） １７８（９０．４） ２４７．１ ＜０．０１

你在实验操作后是否按“六步洗手法”洗手？ １２１（６１．４）７６（３８．６） １８９（９５．９） ８（４．１） ６９．９ ＜０．０１

你认为学校是否有必要开展自我防护教育？ １９２（９７．５） ５（２．５） １９７（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２ ＞０．０５

３　讨　　论

实验室生物安全已经引起了高等医学院校相关专家和学

者的高度重视，但生物安全防护知识在医学院校学生中普及任

重而道远［４］。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对学生的专业实践技能要求

很高，学生在实验课中需要接触大量标本，但是有些学生认为

只是在实验室进行实验，没有直接接触患者，存在侥幸心理，极

易引发生物安全事故［５］。本调查研究结果也充分显示，教育前

学生对生物安全知识的知晓情况平均仅为２２％，生物安全防

护知识相对缺乏；生物安全防护状况方面，９１．４％的学生在接

触标本时没有戴手套，防护意识薄弱。但是，教育后在防护知

识知晓率和防护状况都有明显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１），说明大多数学生经过系统教育后已经意识到生物安

全防护知识的重要性，希望获得更多的生物安全防护知识的教

育。因此，实验人员对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的认识和重视，是

能否搞好安全防护的基础［６］。

本调查研究也发现，有８８．８％的学生将各种资料包括随

身物品带入实验室，有２８．４％的学生会在实验中使用手机，尽

管经过教育、加强实验室管理等措施后，这种现象也明显减少，

但是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制度的制订和有效的实行仍然是高

等医学院校应当重视的问题，建议建立实验室准入制度及培

训，对于培训考核不合格的老师和学生，禁止进入实验室；通过

组织相关人员对生物安全突发事故的模拟演练，来检查师生的

生物安全意识［７］。

总之，作者在生物安全防护教育中取得一定（下转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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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０．０５）。提示积极运动在 ＭＳ干预治疗中的积极意义。

诸多研究证实 ＭＳ与静坐少动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４］。

作者也发现 ＭＳ组患者多从事轻至中等强度劳动（９１．４％），而

仅８．６％重度强度劳动者罹患 ＭＳ。有学者研究不同强度体力

活动与代谢综合征关系的调查分析显示：随着工作体力活动强

度的减弱，人群 ＭＳ的发生率增高
［５］，美国最新一项研究显示，

多散步可降低患 ＭＳ的风险。美国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进行了一项

涉及１．４万名成年人（平均年龄为４７．５岁）的研究。所有参与

者戴上计步器，根据每日步行量的不同分成３组：第１组为“久

坐型”，每天步行少于５０００步；第２组为“少动型”，每天步行

量在５０００～９９９９步；第３组为“多动型”，每天步行１万步以

上。研究发现，大约１／３的参与者患有 ＭＳ。其中，“久坐型”

参与者中近５６％的人患有ＭＳ，而“多动型”参与者中只有１３％

患 ＭＳ。排除性别和年龄等其他影响的因素后，与“久坐型”的

人相比，“少动型”的人患 ＭＳ的概率要低４０％，而“多动型”的

人患 ＭＳ的概率要低７２％
［６］。最近日本有项研究亦显示：运

动与体力活动与 ＭＳ的发生呈负相关，中年人每周进行超过

２５．６ｈ运动能有效减少 ＭＳ发生
［７］。Ｐｅｒｓｇｈｉｎ等

［８］研究显示

一次运动后胰岛素抵抗患者胰岛素敏感性增加２２％，连续进

行６周的运动后胰岛素敏感性增加４２％，Ｅｒｉｋｓｓｏｎ等
［９］研究

显示停止运动后３～５ｄ，胰岛素敏感性恢复到运动前水平，提

示持久规律运动才能维持增加胰岛素敏感性。

人体能量消耗由基础代谢、食物主动能量作用和有效运动

能量消耗三部分组成，运动主要是通过消耗第三部分能量而达

到减少体质量、增加胰岛素敏感性。一般每次运动消耗需超过

１２５６ＫＪ热量。体质较弱的 ＭＳ患者应长期进行较低强度的

有氧运动，强度在４０％～６０％的最大摄氧量避免受伤
［１０］。同

时结合合理膳食，主要建议低脂、低盐饮食，减少动物肉类消

耗，控制总热量，增加谷物、薯类、大豆、麦片等复合碳水化合物

摄入。实验证明坚持不懈的量化运动可加强 ＭＳ的疗效。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ＭＳ将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大

敌，需加强健康教育，改正不良生活方式及习惯，形成积极运动

生活方式，坚持锻炼，同时辅以低热能、低脂、高维生素、高膳食

纤维的平衡膳食，协助药物治疗，最大限度地提高 ＭＳ患者的

自我保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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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但是，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教育还存在着不足：防护器

材不够齐全，教育途径的多样化、效果评价方式等还有待进一

步完善。有条件希望建设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基于工作流程

开展生物安全防护教育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生物安全防

护教育仍然是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各大高等医学院校一定要

根据实际条件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有针对性地进行生物安全防

护知识教育，以提高学生的自我防护意识，降低生物安全事件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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