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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胸外科ICU护士职业危险因素及防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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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胸外科通常包含心脏外科与普胸外科疾病的治疗，而心胸外科ICU主要针对危急病重患者进行抢救，在医疗技术

不断发展的今天，心胸外科ICU护士的护理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因此，护士索要承担的职业责任也相对增加，使得心胸外科

ICU护士不得不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充分做好本职工作的职业防护，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护患和谐发展，减少医疗纠纷的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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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常见职业危险因素 

1.1 生物因素 

心胸外科 ICU 每天对患者进行检查的频率要明显高于

其他科室，护士在对患者血液进行采集的时候，如稍有不慎，

则会出现针刺伤；且护士每天频繁的接触患者伤口，如护士

自身皮肤破损，并接触了感染患者的分泌物，则极有可能将

疾病传染给护士；ICU 作为重症监护室，会存在病原微生物，

极易在空气传播的过程中定植于护士的呼吸道中，增加护士

鼻腔致病菌的携带率。 

1.2 物理因素 

心胸外科 ICU 是医院血管活性药物使用最为集中的科

室，面对危重症患者需要及时对其进行对症治疗，要求护士

不断提高护理工作的效率，因而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与速度

的要求下，极易在为患者进行配液的过程中被利器刺伤；心

胸外科 ICU 为更好的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不断引进先进

设备，其医疗设备的噪音远远高于普通的科室，而护士在不

间断的工作压力中，未感受到良好的工作环境，会对护士的

神经系统、消化系统以及内分泌和情绪系统造成不良影响，

促使其心理不断加快，血压不断升高，使护士的情绪处于高

度紧张的状态，继而产生疲劳、焦虑以及烦躁等负面情绪，

加重护士的心理负担。同时，在多种医疗设备使用的过程中，

会产生小剂量的辐射而护士长期处于此种辐射中，可能会对

护士的血液系统和生殖系统造成异常，最终影响护士的身体

健康与心理健康。此外，心胸外科 ICU 的危重患者基本上

不具备独立的生活自理能力，因而护士在进行护理服务时会

付出更多的体力和心力，并可能引发护士出现腰肌劳损等危

害。 

1.3 化学因素 

心胸外科 ICU 的治疗环境处于封闭状态，在定时的清

洁与消毒的过程中，治疗所使用的药物与清洁的消毒机会在

空气中相混合，并在通风系统与空调系统不断运转的情况

下，引起护士出现呼吸困难、头痛、皮炎等情况；而在严格

的无菌环境下，护士频繁接触消毒剂会对其皮肤、黏膜、呼

吸道等造成影响；频繁碰触各种抗生素也会存在一定的潜在

危险。 

1.4 心理因素 

护士主要工作者为女性，因女性本身生理与心理情况的

特殊性，不仅需要在家庭中承担更多照顾家人的工作，而且

在医疗技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要不断应对工作上的挑战，

因而护士的大脑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极易造成护士身体疲

惫与心理疲惫，引起护士内分泌紊乱。同时，护士在高强度

的工作下，不能时刻保持良好的服务的态度，并在各种心理

因素的影响与刺激下，会造成护患纠纷对医院的形象造成不

良影响。 

2 针对职业危险因素的防护策略 

2.1 安全教育 

心胸外科应针对 ICU 护士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定期开

展安全教育活动，树立安全管理与工作的理念，增强护士自

身的防护意识，不断完善心胸外科 ICU 的护理标准，并为

护士的工作制定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进而使护士能够主动

的进行安全防护，提高其依从性和执行率，进而有效阻止心

胸外科 ICU 带给护士的职业危险。 

2.2 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 

严格监测 ICU 病房的环境空气质量，并保证患者监测

设备独立，如体温计、血压器要固定使用，避免引起患者交

叉感染的情况；同时，改善病区的整体环境，对于存在潜在

危险的区域提供防护措施，并限制患者陪护人员人数和探视

人员出入，定期对 ICU 施以全面的消毒。 

2.3 生物因素的防护 

做好心胸外科 ICU 危险防护措施，如利用屏障保护措

施对可能出现的体液飞溅、黏膜暴露情况进行处理，并佩戴

乳胶手套和口罩对患者的血液、分泌物以及排泄物进行处

理，并在护理特殊患者时穿戴隔离衣与防护罩，严格按照隔

离标准执行，并在护理的过程中尽量使用一次性的医疗用

具。 

2.4 物理因素的防护 

在对患者护理后，将使用过的针头与锐器装入专门的容

器中集中进行储存和处理，及时将有害医疗器械进行焚烧或

者以无害化方式进行处理，同时，在处理锐利器械时应避免

直接使用手去接触，并时刻保持细心，避免锐器划伤，如出

现突发事件，应立即使用消毒水对伤口进行处理，并将伤口

的血液挤出，然后再次消毒包扎，并抽血进行相关检查，密

切观察伤后情况。同时，在对患者进行 CT、X 线以及核磁

共振检查时，护士应该穿好铅衣，避免辐射对身体的影响。

此外，要严格规范医护人员的言行，不断完善心胸外科 ICU

管理制度，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噪音的产生。 

2.5 化学因素的防护 

心胸外科 ICU 应针对护士对化学消毒剂的使用进行规

范，使其可以熟练掌握使用方法，在对 ICU 进行消毒时，

避免因操作失误造成环境污染，必须在使用各种化学制剂

前，佩戴隔离的合成橡胶手套，并详细了解消毒剂的性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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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严格按照操作流程进行实施，以熟练

的方式实施护理工作，避免皮肤和消毒液的直接接触。 

2.6 强化护理人员心理素质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心胸外科 ICU 护士人才匮乏，

护士大多是经过传统带教培训而上岗的，并经过专业的专业

训练和业务培训，因此护理人员在专业技能不熟练的前提与

工作压力过大的背景下，会出现负面情绪，因此需要积极组

织心胸外科 ICU 护士进行专业的培训，不断充实护士的理

论知识，并提高其实践能力，适当的邀请心理学专家进行讲

座，使护士能够合理的调节自己的心态，用积极的态度面对

工作与生活的压力，保持昂扬向上的生活状态。 

2.7 调整心胸外科管理观念 

心胸外科管理人员往往重视 ICU 的管理质量，缺乏对

护士的人性化管理，面对高危工作和高压环境，管理人员应

适当的组织护士在业余时间参加集体活动，不仅可以疏解护

士心中的压力，而且可以促进科室团队成员和谐发展，加强

管理人员与护士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及时了解护士的需求，

进而加以整改，并对于护士的积极工作态度给予可定，增强

护士的自信心，为患者提高更好、更优质的护理服务，减少

护理工作的风险。此外，管理人员应与医院管理层进行策划，

利用广播、网络等方式宣传护士对于社会的价值，使其能够

获得社会的理解与尊重，提高护士在社会中的地位，并获得

家属对护士工作的理解，让家庭成为护士前进的动力和支

撑。 

3 讨论 

面对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心胸外科 ICU 作为收治各

种危重患者的专科病房，其潜在的危险因素逐渐受到大家的

关注，其职业危险因素以隐匿性和多元化为特点，在远期慢

性作用和多发病的影响下，护士的身心会出现一定的损害。

因此，在追求医学技术的同时，要关注护士群体所遭受的高

压工作环境与职业危险因素，最大程度的降低医疗环境对于

护士所带来的伤害，保持护士身心健康发展，进而为社会提

供更好的医疗环境和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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