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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某院不同科室医务人员锐器伤发生现状，为制定预防措施提供依据。方法2011年7月，对该院重症监护室

（ICU）、急诊科、外科、内科、手术室、供应室工作满4年的340名医务人员进行回顾性问卷调查。结果共发放问

卷340份，收回有效问卷332份，有效率97.65%。医务人员锐器伤发生率为38.25%（127/332），其中医生为

30.00%（30/100），护士为41.81%（97/232），护士锐器伤发生率显著高于医生（χ2=4.13,P＜0.05）。不同

科室医务人员锐器伤发生率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9.29，P＜0.01)，其中急诊科医务人员锐器伤发生率

最高（73.08%）。结论医务人员发生锐器刺伤的概率较高，应强化职业安全防范意识，规范操作行为，最大限度

地减少职业伤害，实现暴露后零感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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