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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供应模式下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锐器伤

情况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叶梅妹

"海南省人民医院消毒供应中心!海口
"9)'%%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集中供应模式下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锐器伤情况现状'影响因素!为降低消毒供应中心人员锐器伤发

生率提供依据&方法
!

选取海南省
'%

所医院消毒供应中心
'")

例工作人员为对象!就
%

年内锐器伤情况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包

括一般情况问卷'因素调查表和锐器伤经历问卷!采用例数或率进行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采用
-C

>

<EF<N

回归分析法对影

响锐器伤发生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
!

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在
%

年内发生锐器伤的概率为
66(&$A

!锐器伤

发生的时间特征是上午
%)

时和下午
%"

时为最高频率点$锐器伤的部位
$6($6A

为手部!身体其他部位受伤仅为
%()&A

$清洗阶

段发生锐器伤的频率最高!其次是清点和回收阶段$发生锐器伤时有
%'(6A

的工作人员不戴手套!有
&%('*A

的工作人员有时戴

有时不戴手套!说明有近
%

#

'

的工作人员没有意识到戴手套的防护性&不同的雇佣形式'是否有护士资格证'物品处置是否合理'

与锐器接触频率大小'环境的嘈杂程度'发生锐器伤后是否上报'认为锐器伤可避免等因素是导致锐器伤发生的影响因素&

结论
!

集中供应模式下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锐器伤发生率高主要与相关培训不到位'工作人员危险防范意识差引起!需要相关

部门引起重视&

关键词"集中供应模式$

!

锐器伤$

!

消毒供应中心

!"#

!

$%&'()(

"

*

&+,,-&$)./0(122&/%$.&%.&%'T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9&/$#""

"

&)%9

%

)9/%))$/)#

!!

锐器伤指的是在工作中被医疗废弃物(针头(玻璃制品(手

术器械或其他锐利物割伤和刺伤皮肤#导致可能被病原微生物

感染的意外伤害事件)

%/&

*

+自
&))$

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实施消毒卫生行业标准后#医院的消毒供应中心就改为集

中供应模式#对医院内部所有需要重复使用的器械由消毒中心

统一处置+在消毒工作的
%)

个环节中#回收(清点(分类(清

洗(检查和包装等
*

个环节因与锐器接触较多而增大了消毒供

应中心工作人员锐器伤的风险+然而#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

职业防护水平低(职业防护教育和技能培训不足(工作量大(人

员配备不足(缺乏预防知识等是导致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锐

器伤发生的主要原因)

'/"

*

+集中供应模式下消毒供应中心工作

人员经常因发生针刺和刀割引发血源性感染疾病#使得消毒供

应中心工作成为高危职业#而这也给受伤者带来严重而持久的

心理影响+国内外对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锐器伤的研究报

道较少#在目前锐器伤发生概率高的情况下#降低集中供应模

式下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锐器伤职业风险的研究势在必

行)

*/9

*

+本研究就护士和工人同时进行调查比对锐器伤情况#

对消毒供应中心的管理模式(人员配备等工作环节进行调查#

旨在全面综合的分析锐器伤情况#加强医院管理者的重视度#

提高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的自我防范意识#减少不必要的锐

器伤#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改善锐器伤低上报现状+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选取海南省
'%

所医院消毒供应中心

'9"

例工作人员为对象就过去
%

年内锐器伤情况进行调查#收

回
'*&

份调查表#其中因主要项目不详作废的调查问卷共
%&

份#故实际参加者共
'")

例+其中护士
&*)

例#工人
$)

例%平

均年龄$

#)(%&̀ "(*9

&岁+本研究获海南省
'%

所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对本研究方案签署知情同

意书+

$(/

!

样本纳入排除标准
!

纳入标准!海南省医院消毒供应中

心工作人员#包括护士和工人%调查对象年满
%6

周岁%具有主

观意识#言语清晰正常#能与调研人员沟通且自愿参加本次研

究+排除标准!身体有缺陷影响调查统计结果者%不满
%6

周

岁%不愿意参加本次研究调查者+

$('

!

研究方法
!

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对研究资料数据进行搜

集#包括研究者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问卷(因素调查表和锐器

伤经历问卷+一般情况问卷主要收集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

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工龄(每周工作时间(是否有护士资格

证等
6

项+因素调查表共
&'

项#一是环境因素#如环境光线(

工作空间(噪音(科室收纳病种情况(科室工作氛围(医院的管

理(工作负荷等%二是研究对象自身的因素#如个人行为习惯(

知识技能(心理状况(睡眠等%三是与致伤因子锐器相关的因

素#如工作人员接触锐器的频率等+在填写问卷之前向研究对

象说明填写注意事项#确保调查结果真实可靠+锐器伤经历问

卷包括导致锐器伤的原因(发生时间(身体受伤部位等+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55&)()

软件作统计学处理+计量

资料采用
P 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

或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多因素分析则采用
-C

>

<EF<N

回归分析法%以
L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
!

本研究发放问卷
'9"

例#收回

'*&

例#作废
%&

例#有效问卷
'")

例#有效问卷收回率
$'('A

#

故本研究样本含量为
'")

例+其中护士
&*)

例$占
9#('A

&#工

人
$)

例$占
&"(9A

&+一般问卷调查结果见表
%

+

/(/

!

锐器伤发生的影响因素
!

'")

例集中供应模式下消毒供

应中心工作人员在
%

年内发生锐器伤
')$

例#锐器伤的发生率

为
66(&$A

+锐器伤发生的影响因素分为环境因素和研究对

象自身的因素+具体影响情况见表
&

+

!!

%

年内锐器伤发生的情况与年龄(婚姻状况无关#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9*&

#

L?)($6&

%

!

&

?%(&#$

#

L?)("'%

&+

有护士资格证的工作人员锐器伤率低于没有资格证的人#护士

比工人的锐器伤率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工作环

境越嘈杂发生锐器伤的概率越高#采取防护措施的医院锐器伤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9

年
#

月第
%#

卷第
9

期
!

-GHYDK.I<=

!

!

Q

M<I&)%9

!

;CI(%#

!

ZC(9



率远远低于不采取措施的医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

表
%

!!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项目 例数$

"

& 占比$

A

&

文化程度

!

高中及以下
%&& '#($

!

大专及以上
&&6 *"(%

性别

!

男
$ &(*

!

女
'#% $9(#

年龄$岁&

!%

') 6& &'(#

!)

') &*6 9*(*

每周工作时间$

J

&

!%

#) "$ %*($

!

#)

"%

"" &6) 6)()

!)

"" %% '(%

工龄$年&

!%

%& %9) #6(*

!

%&

"%

%6 6) &&($

!)

%6 %)) &6("

是否有护士资格证

!

有
&#6 9)($

!

没有
%)& &$(%

是否值夜班

!

是
%%# '&(*

!

否
&'* *9(#

婚姻

!

未婚
"& %#($

!

已婚
&$6 6"(%

/('

!

锐器伤发生现状分析
!

据锐器伤经历问卷的统计结果显

示#锐器伤发生的时间特征是上午
%)

时和下午
%"

时为最高频

率点#且
$6(&'A

的工作人员在锐器伤的前一天是正常上班+

锐器伤的受伤部位
$6($6A

为手部#身体其他部位受伤仅为

%()&A

+常见导致锐器伤的器械主要是锐利器械(缝针(刀片(

穿刺针#清洗阶段发生锐器伤的频率最高#其次是清点和回收

阶段+在工作中#有
%'(6A

的工作人员不戴手套#有
&%('*A

的工作人员有时戴有时不戴手套#说明有近
%

"

'

的工作人员没

有意识到戴手套的防护性+在发生锐器伤后#只有
'&("9A

的

人上报#超过一半的人不上报#其中有
')(*"A

的人因为上报

程序太繁琐而不上报#还有
&"($6A

的人认为医院相关部门不

重视上报无用不上报+

/(1

!

-C

>

<EF<N

回归分析集中相关影响因素
!

采用
-C

>

<EF<N

回

归函数分析锐器伤的影响因素#可知锐器接触频率(环境嘈杂

程度是导致锐器伤发生的危险性因素#而医院的防护措施(具

有护士资格证(锐器伤上报(认为锐器伤可避免是集中供应模

式下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锐器伤避免发生的保护性因素+

具体情况见表
'

+

表
&

!!

锐器伤发生的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

锐器伤$

"

&锐器伤占比$

A

&

!

&

L

年龄$岁&

%(9*& )($6&

!%

') 6& *) 9'(%9

!)

') &*6 &#$ $&($%

婚姻
%(&#$ )("'%

!

未婚
"& '6 9'()6

!

已婚
&$6 &9% $)($#

是否有护士资格证
9()%% )()%9

!

有
&#6 &%) 6#(*6

!

没有
%)& $$ $9()*

认为锐器伤可避免
$("*% )()%#

!

是
&*) &&6 69(*$

!

否
$) 6% $)())

物品处置合理
6(9*$ )()%*

!

合理
%*) %'* 6"())

!

基本合理
%%) $$ $)())

!

不合理
6) 9# $&(")

与锐器接触频率
%%($&9 )())$

!

经常
&%) &)% $"(9%

!

偶尔
6" 9# 69()"

!

很少
"" '# *%(6&

环境嘈杂程度
%'(&6" )())'

!

嘈杂
%6" %9% $&(#'

!

一般
%%) %)) $)($%

!

不嘈杂
"" '6 *$()%

医院的防护措施
%)(*$# )())9

!

采取
$6 9" 9*("'

!

不采取
%6* %9$ $*(&'

!

不清楚
** "" 6'(''

锐器伤是否上报
%&("*6 )())6

!

是
%%# 6% 9%()"

!

否
&'* &&6 $*(*%

工作人员
%%(*#& )())%

!

护士
&*) &&" 6*("#

!

工人
$) 6# $'(''

表
'

!!

-C

>

<EF<N

回归分析相关影响因素

变量
[V

Q

标准误 偏回归系数
L

锐器接触频率
%(#)$ )(%$$ )('&6 )()%#

医院的防护措施
)(9#& )(&)* W)('&' )())$

环境嘈杂程度
%(*$% )(%$% )(#$% )())"

是否有护士资格证
)('%$ )('*' W%(%*& )())#

锐器伤是否上报
)(')# )(&$9 W%(&'$ )())%

认为锐器伤可避免
)(#6' )(''$ W)(9$% )())*

'

!

讨
!!

论

!!

自
&))$

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实施消毒卫生行业

标准后#医院的消毒供应中心就改为集中供应模式#对医院内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9

年
#

月第
%#

卷第
9

期
!

-GHYDK.I<=

!

!

Q

M<I&)%9

!

;CI(%#

!

ZC(9



部所有需要重复使用的器械由消毒中心统一处置+在集中供

应模式下#消毒供应中心的工作人员成为医疗职业伤害的高危

群体#每天都在与污染的医疗器械(高温环境(消毒剂(传染性

体液血液等接触#工作量大幅度增加)

6/%)

*

+消毒供应中心不是

医院的盈利科室#导致大多数医院领导及相关人员不重视#安

排某些年龄大(身体虚弱的护士在消毒中心工作#但这远远不

能满足现在消毒供应中心的需求现状)

%%/%'

*

+工人大部分是某

些没有经正规医学培训的临时工#学历低#仅仅接受简单的消

毒知识培训就上岗+由于工人工作岗位等级比较低#导致其流

动性比较大#更难使锐器伤等相关的知识培训做到位+有关研

究显示#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对自身工作的危险性具有较高

认识度#但是因缺乏相关感染(锐器伤(消毒等系统全面的知识

而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导致其在工作中职业伤害率大#健康安

全受到严重的威胁)

%#/%*

*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集中供应模式

下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绝大多数均发生过锐器伤+如何降

低集中供应模式下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的职业伤害#提高消

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的自我防范意识#减少锐器伤发生率#缓

解工作人员的心理紧张度是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

%9/%6

*

+

本研究发现#集中供应模式下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锐器

伤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其中#个人因素

中年龄和婚姻状况对过去
%

年锐器伤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L

$

)()"

&+考取护士资格证的(职称越高的工作人

员#在
%

年内锐器伤发生率低于没有考取资格证的(职称低的

工作人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

L?)()%9

%

!

&

?

%%(*#&

#

L?)())%

&#原因可能包括!$

%

&高职称人员为从事工

作时间较长的护士#对锐器伤有较好的认知#自我防范意识比

较强#接受较多相关知识的培训%$

&

&没有资格证(职称低的工

作人员大部分是工人#其为医院聘用的临时工#工资低#人员流

动性大#文化程度低#没有任何医学背景#入职培训效果不理

想#且工人大多数被安排在高危环节工作#如清点(分类(清洗

等#接触锐器的频率高+环境因素中#经常接触锐器的工作人

员锐器伤发生概率大于偶尔或很少接触锐器的工作人员%某些

医生(护士没有按照要求处置或归放使用过的医疗器械#把应

该丢弃的医疗垃圾也随手放入无菌包中#从而增加了消毒供应

中心人员的危险+环境的嘈杂也对锐器伤的发生产生影响#工

作人员长期处于聒噪的环境中#噪音易引起工作人员注意力不

集中(反应迟钝(心情烦躁等#不仅影响工作人员健康#还增加

了锐器伤发生的概率+医院对工作人员的防护措施中#有
%6*

例$占
"'(%#A

&反映医院对锐器伤没有采取相应的检查预防

措施#只有
$6

例$占
&6A

&反映医院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

还有
**

例$占
%6(6*A

&对医院是否采取防护措施并不清楚+

提示医院的防护措施不仅能从客观上强化工作人员的保护机

制#同时还能从工作人员主观上加强工作人员对预防锐器伤发

生的防范意识#从而减少锐器伤的发生概率+从
-C

>

<EF<N

回归

分析结果看出#锐器接触频率(环境嘈杂程度是导致锐器伤发

生的危险性因素#而医院的防护措施(具有护士资格证(锐器伤

上报(认为锐器伤可避免是避免集中供应模式下消毒供应中心

工作人员锐器伤发生的保护性因素+

综上所述#合理的配备人力资源(强化职业安全培训(规范

各科室使用医疗器械后的处置流程(做好标准的预防措施(建

立锐器伤应急预案(加强医院对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的重视

程度是降低集中供应模式下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锐器伤发

生率的根本+提高工作人员的相关知识#增强防范意识#才能

有效避免锐器伤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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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BU!

术后患者
&

种股四头肌等长训练方法效果比较

李亚娟!江钟立#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康复医学系
!

&%))&$

%

!!

摘
!

要"目的
!

通过对全膝关节成形术"

BU!

%术后患者股四头肌在屈曲
*)j

时分别进行
&

种等长方法的训练!比较
&

种方法

对于训练股四头肌肌力的效果&方法
!

通过使用等速肌力测试与训练专用设备"

.1Y3̂B

肌力训练测试系统%对
'*

例
BU!

术

后患者分别进行短暂等长最大收缩训练"

3̂Y[

%和短暂重复等长最大收缩训练"

32̂Y[

%

&

种股四头肌等长训练方法!训练周期为

&

周&训练结束后!测试结果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加以分析&结果
!

在短期内!

3̂Y[

和
32̂Y[

方法均可以有效地提高股四

头肌的肌力!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但采用
32̂Y[

训练方法更有效于采用
3̂Y[

训练方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结论
!

32̂Y[

可有效地提高肌肉力量!比
3̂Y[

方法训练效果更佳&

关键词"全膝关节成形术$

!

股四头肌$

!

短暂等长最大收缩训练$

!

短暂重复等长最大收缩训练$

!

峰力矩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9&/$#""

"

&)%9

%

)9/%)%&/)'

!!

等长训练是肌肉以等长收缩的形式使人体保持某一特定

位置的练习#收缩时肌肉长度不发生改变#肌肉张力增加#所

以#也被称为等长性力量练习或静力性练习+等长阻力训练

$

2̂[

&是利用等长方法进行的抗阻训练#是增加肌力的最迅速

方法之一+临床上#除按一般等长收缩原理进行的简单训练外

$如下肢被石膏固定于伸直位时#让患者经常主动收缩股四头

肌&#目前常用的
2̂[

方法还有短暂等长最大收缩训练

$

3̂Y[

&和短暂重复等长最大收缩训练$

32̂Y[

&+

3̂Y[

方法

由国外学者提出#即对训练对象进行一次最大等长收缩#之后

在第
%

天基础上#每天增加一定负荷的训练方式+

32̂Y[

方

法主张采取短暂重复性收缩的训练方式#并抵抗一定阻力+

&

种方法对于训练肌肉力量方面有显著效果)

%

*

+实践证明!健康

人群每日做
%

次最大允许度的等长收缩已足够引起静止性肌

力的增强+而对于短暂重复性训练#临床上多采用患者
*)A

最大随意收缩力$

Y;.

&作为训练阻力)

&/#

*

+由此可以看出#在

进行等长训练时#训练次数和强度上可以有很大不同#训练效

果也有很大差异#而有关等长训练方法间的比较很少#因此本

试验主要针对此方面进行研究+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入选标准
!

选取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
'*

例#男女各

%6

例#年龄
""

"

*)

岁+受试者理解试验目的+

$($(/

!

试验前准备
!

记录各受试者年龄(体质量指数$

3Ŷ

&(

股四头肌最大等长收缩肌力数据+具体数值见表
%

+受试者

各项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

)()"

&#符合试验入选标准+

表
%

!!

试验前受试者各项数据#

P B̀

$

项目
3̂Y[

组
32̂ Y[

组
L

年龄$岁&

"9(%*9̀ )(9"' "*(**9̀ )("%* )(&)$

3Ŷ

$

a

>

"

7

&

&

%$('9#̀ %(''* &)(&&&̀ %('9' )(')'

训练前
Y;.

$

Z

&

%""(**9̀ "%(9)& %*'(%*9̀ #9(%)* )(9$6

$(/

!

测试仪器
!

采用
.1Y3̂B.3/&

下肢肌力评定及训练机

$阿尼玛公司
+̂ Z!B1

#产地!日本&+

$('

!

方法
!

$

%

&受试者随机平均分为
&

组#每组
%6

例#男女各

$

例+$

&

&测定受试者最大肌力#测试方法采用坐姿测试#受试

者髋关节屈曲坐在椅子上并用固定带将其骨盆(大腿中部固定

在测试椅上#膝关节的运动轴心与测试系统动力臂的旋转轴心

一致#动力臂末端的阻力垫固定于受试侧小腿前下
%

"

'

处#并

进行受测试下肢肢体质量的称重#用于对测试获得的肌力数据

进行校正#以去除肢体运动时的重力作用+要求受试者在收缩

时抓握坐垫边缘以增加稳定性)

"

*

+受试前做
'

次亚级量等长

收缩为热身#然后在膝屈曲
*)j

下做股四头肌伸展的最大等长

收缩测试#测试
'

次#每次坚持
"E

#间隔
%7<=

#待受试者恢复

后进行下一次测试#

'

次结果取平均值)

"

*

#以获得试验前
Y;.

数据+$

'

&分为
&

组进行训练#训练周期为
%

周+

3̂Y[

组!第

%

天根据测试的结果进行一次最大等长收缩训练#维持
"E

#记

录被测者所能保持
"E

的最大收缩力度+以后阻力每天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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