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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导管室职业暴露危险因素及防护措施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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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分析介入导管室护理人员职业暴露危险因素和有效防护措施。方法：对本院介入导管室的护理人员

29名展开研究，将其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结果：在接受本次研究的 29名护理人员中，实施防护前有 5名出现了职业暴露情

况，占到了总人数的 17.24%；实施防护后，职业暴露人数下降至 1名，占总人数的 3.45%，明显低于实施防护前的 5名 17.24%，

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介入导管室护理人员发生职业暴露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了物理、化学、生物以及

放射性因素等，需要进行及时的防护措施，能够有效减少职业暴露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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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and analyze occupational exposure risk factors and effective protective measures of nursing staff in

interventional catheterization laboratory. Methods: A study was conducted on 29 nursing staff in the interventional catheterization

laboratory of our hospital, and their clinical data were analyzed. Results: Among the 29 nursing staff in this study, 5 had occupational

exposure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tection, accounting for 17.24% of the total number;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tection,

the number of occupational exposure decreased to 1, accounting for 3.45%,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17.24% of the 5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tection, and the result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risk factors of occupational

exposure for nursing staff in the interventional catheterization laboratory mainly include physical, chemical, biological and

radiological factors, and timely protective measures are needed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occupational exp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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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诊疗是一种新型的治疗手段，在临床治疗的应用中

非常广泛，但是在介入诊疗的过程中，护士需要完成很多的

工作，并且她们处于临床第一阵线，很容易接触到各种各样

的危险因素，包括物理、化学、生物以及放射等等，这些情

况也就造成了介入诊疗护士的职业暴露情况发生率极高
[1]
。

有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目前对于职业病的防护管理制度并不

完善，并且在介入诊疗的过程中防护设备达不到要求，所以

在介入诊疗工作的护士在长期的接触过程中导致职业暴露

的概率更高，使得她们患上职业病的风险也就更高，而且医

护人员的身体健康情况和在介入诊疗室中工作时间的长短

有着重要关联
[2]
。鉴于此，对于介入导管室的护理人员潜在

的职业暴露危险因素展开分析，并且提出相关防护措施来应

对这些危险因素，具体的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对我院在 2019年 1月至 2020年 12月介入导管室的 29

名护理人员进行研究分析，护理人员的工作年限最短 1年，

最长 33年，平均年限（12.54±2.34）年，年龄最小 24岁，

最大 63岁，平均年龄（30.25±3.04）岁，其中有 2名男性，

27名女性。

1.2方法

1.2.1职业暴露的危险因素分析

（1）物理因素常见的物理因素中噪声属于日常生活中

经常会遇见的因素，噪声的来源有很多，包括电器、麻醉机、

心电监护仪和射频消融治疗仪等等，并且在介入室内常见的

还有患者因为忍受不了疼痛而发出的呻吟声等，这种种原因

都显示出了介入室内的噪声远远超出了正常范围，有研究发

现，绝大多数的介入导管室内的噪声声级都已经超过了 90dB

（A），远高出国家标准。除噪声因素外，X射线辐射是重

要的物理危险因素，尤其是心脏介入导管室，因为部分治疗

需要借助X射线实施照射，为保障患者安全，通常要求护理

人员在治疗过程中进行监测，进而危害身体健康，长时间接

触X射线可能引发相关症状，如脱发、食欲不佳等。另外，

介入导管室护理人员需要频繁使用注射针头、穿刺针等具有

危险性的医疗物品，稍不注意极有可能发生针刺伤，加上介

入治疗本身要求高，大多数诊疗对象为急诊患者，导致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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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长期处于高压环境，不仅身体健康受到威胁，心理也可

能产生负面情绪，无法感受到工作的快乐。

（2）生物因素在多数情况下，在介入导管室中工作的

护士，通常都会接触到乙肝、艾滋病或者肺结核病人，这些

病人都有着一定的传染性，可以通过患者的唾沫、体液或者

血液等传播，感染风险极大
[3]
。而无论是艾滋病、乙肝还是

肺结核，均属于严重疾病，一旦患有将直接威胁生命，造成

无法挽回的后果，即使治疗也将承担高昂费用，经济压力大。

（3）化学因素一般情况下，化学因素可以分为四种类

型，包括化学消毒剂类、抗癌化疗药物类以及自由基、臭氧

和氧化物以及碘粒子的化学毒性
[4]
。碘粒子作为一种放射性

物质，由于半衰期短，因而辐射危害比较小。但由于其具有

化学毒性，可危害甲状腺。化学消毒剂包括戊二醛、碘酒等，

摄入、吸入或是经皮吸收戊二醛均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具

有强烈的刺激性，介入导管室护理人员在长期的工作中，频

繁与戊二醇接触，虽然戴有较厚的橡胶手套以及眼罩，但是

仍然无法完全避免，引起出现鼻出血、过敏性接触性皮炎等

疾病。抗癌化疗药物由于需要对疾病发挥作用，本身存在一

定毒性，介入导管室护理人员在对患者应用时，若防护措施

没有做到位或是操作不正确可能造成药物经皮肤、呼吸道进

入体内，导致正常器官组织受到损伤。

（4）放射性因素通常情况下，护理人员受到的放射损

害包括以下两点：其一，操作过程中，如果护理人员没有做

好个人防护，其手部及其他部分肢体容易被放射线照射；其

二，工作场所有X射线散射辐射及组件泄露照射。另外，介

入诊疗期间，护理人员要实时观察患者的病情，判断患者是

否出现不良反应，在此过程中，护理人员距离射线源比较近，

容易被辐射损害。

（5）环境因素介入导管室对无菌等防护要求极为严格，

与其他科室相比，环境封闭。另外，介入导管室中放置的仪

器设备运行时会产生噪声和静电，部分仪器设备在运行时还

会在空气中电离出有毒有害物质，如果被护理人员吸入，将

发生得比较严重的影响。

（6）社会心理因素其一，工作性质。介入导管室的工

作节奏比较快，护理任务繁重，护理人员要时刻准备应对突

发事件，并且需要加班，因为繁忙的工作和突发事件耽误正

常用餐，扰乱正常生活，引发胃肠道疾病；长时间负重站立

工作，导致下肢静脉曲张，同时影响脊柱健康；大脑高度紧

张，十分容易产生疲劳感和紧张情绪，不仅影响护理人员的

正常工作及生活，而且危害其身心健康。其二，人际关系。

基于介入导管室具有的特殊性，要求护理人员积极配合其他

科室的工作，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护理人员如果没有处理

好，就会产生矛盾，不利于工作的顺利实施，同时增加护理

人员的心理负担。其三，技术更新。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背

景下，我国的医疗技术、介入检查治疗技术等得到了新的发

展，理念和技术均得到了优化创新。新技术、新仪器的使用，

对介入导管室的护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既要有扎

实的理论基础，熟练掌握原有抢救程序和操作规程外，还要

学习各种新型医疗仪器的使用与保养方法，不断提升自我，

这无疑增加了护理人员的工作负担。

1.2.2防护措施的优化改革

对于护理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暴露危险因素，

主要可以实施下列防护措施：（1）需要提高护理人员对职

业暴露的认知。需要定期培训相关课程，建立完善的考核制

度，在理论基础学习以后对所有参与相关工作的人员进行考

核，以此来提高她们的认知水平，增强其防护意识。与其他

职业不同，介入导管室护理属于高危工作，虽然要求在护理

过程中将患者放在第一位，但同时应该注意保护自己，深刻

意识到职业暴露的危害，了解并熟练掌握各种危险因素，提

高防护技能。（2）对其进行化学防护。在介入导管室中的

护理人员无法避免和化学药物之间的接触，因此，在使用化

学消毒剂时，需要做好防护工作，可以穿戴防护服或者口罩

手套等，防止在药物接触过程中直接和皮肤接触或者通过呼

吸道进入体内，在进行化学药物的配置过程中，必须按照医

生的要求进行操作，若出现操作失误，容易造成皮肤黏膜损

伤。在使用穿刺针、注射针头等医疗物品时，高度集中注意

力，尽量避免损伤皮肤，如果不慎损伤，马上用肥皂冲洗伤

口，然后用生理盐水清洗，为防止感染病毒或是细菌，将伤

口中的血挤出来后再一次冲洗，涂抹碘伏并包扎。（3）实

时调整防护措施。定期和护理人员进行全面综合讨论，提出

还未有合理的解决措施等问题，进行整体讨论，做好针对性

的防护措施，对介入导管室中可能遗漏的安全隐患进行持续

观察，在这过程中不断完善护理，达到护理质量的持续改进。

（4）定期监测个人剂量。以《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

办法》为依据，严格按照其中的规定，做好介入护理人员的

个人剂量监测工作，对其受到的内（外）照射进行明确，并

估算护理人员的最高年有效剂量与平均有效剂量，然后与剂

量限值和管理目标值的相关标准进行对比，实时调整工作。

此外，定期组织介入导管室护理人员进行职业健康体检，建

立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全面保证护理人员的人身安全，

预防或减少危险因素的发生
[5]
。（5）社会心理因素方面的防

护。介入导管室要加强继续教育，定期组织护理人员学习心

理学、人际沟通方面的知识，帮助护理人员更好地缓解压力，

放松心情，学会与其他科室或患者沟通交流的技巧，从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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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身心耗竭程度，提升护理人员的心理适应能力与职业适应

能力。另外，积极开展业务培训，在培训中渗透新技术和新

知识，不断提高介入导管护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综合能力，

使其掌握丰富的先进知识和专业技能，灵活应用在实际的工

作当中。同时，科室要适当调整护理人员的工作强度，合理

安排班次，确保护理人员有一定的时间进行休息和自我调

整，避免因繁重的工作产生身体和心理方面的损伤。

1.3观察指标

观察介入导管室护士在未实施防护时职业暴露的相关

危险因素分析以及实施防护后的暴露危险事件发生情况。

1.4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输入SPSS221.0系统软件中进行计算，以（ x±s）

进行计量统计，以（%）进行计数统计，t检验和x2
检验，P

＜0.05则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未实施防护时职业暴露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在未进行防护时，介入导管室护理一共出现了 5名护士

职业暴露情况，占到了总人数的 17.24%，并且暴露原因包括：

其中有 1名是因为物理因素，占总暴露人数的 20.00%，另有

1名是生物因素，占总暴露人数的 20.00%，1名是因为放射

性因素，占总暴露人数的 20.00%，剩余 2名是因为化学因素，

占总暴露人数的 40.00%，未实施防护时职业暴露相关危险因

素为物理、生物、放射性和化学。

2.2实施防护前后暴露危险事件发生概率

由表 1可以知道，实施防护前和实施防护后暴露危险事

件的发生概率明显降低，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实施防护前后暴露危险事件发生概率[n（%），例]

组别 例数 暴露危险事件发生概率

防护前 29 5（17.24）

防护后 29 1（3.45）

x2 10.252

P 0.001

3 讨论

近几年来，因为科技的不断更新换代，医疗水平得到提

升，介入治疗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更加广泛，所以介入治疗

中存在的危险因素也越加受到人们的关注。介入导管室是属

于医院的重要科室，这里不仅会有多种介入手术的工作，并

且工作量巨大，而且在介入手术中的护理要求更高，与其他

常规护理操作而言，介入手术的护理工作对操作的要求需要

更加专业和独特。但是导管介入的操作间总是伴随着很多的

职业危害因素，其中最为常见的便是放射性因素，因为介入

手术的治疗过程中总是离不开使用射线治疗，而射线治疗极

易造成护理人员的身体损伤，辐射巨大，并且介入导管室中

存在的职业暴露风险更高，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的防护措

施。本次研究发现，在未实施防护前，介入导管室的护理人

员发生职业暴露的概率明显高于实施防护后，组间差异明显

（P＜0.05）；这表示，在接受防护后，护理人员对感染源的

接触减少，使得安全性更高。介入导管室属于微创操作，临

床效果得到肯定，不过护理人员作为与患者直接接触的人

员，存在明显的职业暴露，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能够减少危

险因素，防止被病原体感染。付明月
[6]
认为，在进行介入导

管室工作时，应重视总结存在的不安全因素，不断对其改进

优化，尤其关注潜在风险，降低危害性。

综上所述，介入导管室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了物理、化

学、生物因素以及放射性因素，对这些危险因素实施针对性

防护后能够明显降低护理人员发生职业暴露的概率，减低可

能对护理人员造成的健康损伤，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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