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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护生接触抗肿瘤药物的职业防护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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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实习护生接触抗肿瘤药物的职业防护现状。方法：选取 2010-2011 年在我院实习的护生 l65 名，采用自行设计

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结果：实习护生接触抗肿瘤药物的相关知识的认知及职业防护行为较差。结论：管理部门应加强实习护

生的职业安全防护教育与管理，提高实习护生对抗肿瘤药物的职业防护的认知, 规范职业防护行为，减少职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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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occupational protection situation of nursing students vocationally exposed to anti-tumor
drugs. Methods: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current occupational protection situation of 165 nursing students
practicing in Tangdu Hospital from 2010-2011. Results：Both cognition for relative protection knowledge and occupational protection
behavior were very poor in nursing students vocationally exposed to anti-tumor drugs. Conclusion: Hospital managers sh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vocational safet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nursing students, and emphasize consciousness for occupational
protection, standardize their occupational protection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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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肿瘤患病率的升高及抗肿瘤药物的不断开发，越来越

多的肿瘤药物应用于临床治疗。抗肿瘤药物大多数是细胞毒制

剂，具有致突变、致癌和致畸性[1]。在杀伤癌细胞的同时,对人体

的正常细胞也具有杀伤或抑制作用。刚走出大学校门进入临床

实习的护生由于缺乏工作经验、技术欠熟练、缺乏相应的防护

知识[2]，发生职业损伤的可能性更大。本调查旨在了解实习护生

接触抗肿瘤药物的职业防护现状，为加强其对抗肿瘤药物的职

业防护认知，提高职业防护能力提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选择 2010 年 5 月 -2011 年 2 月在我院实习的护生 165
名，其中女 157 名、男 8 名，年龄 18-22 岁，平均(20±2.34)岁。
165 名护生来自全国 4 个省市的 7 所护理本科、大专院校，其

中大专生 123 名、本科生 42 名。所有护生在院实习 8 个月，

100 %接触过抗肿瘤药物，了解调查目的与内容，知情同意。
1.2 调查方法

调查问卷根据相关文献资料自行设计。调查内容包括：①

一般资料：包括年龄、学历、所在院校等；②实习护生接触抗肿

瘤药物的职业防护认知及防护行为情况。内容包括是否接受过

抗肿瘤药物职业防护相关知识培训、接触抗肿瘤药物对健康有

哪些危害、抗肿瘤药物吸收的途径、不慎接触后的处理方法，如

何处理医疗废弃物的相关知识掌握情况，及配制抗肿瘤药物的

过程中使用防护用具情况、操作方法等。
1.3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经整理核对无误后录入数据库。应用 SPSS13.0
软件包处理数据。

2 结果

2.1 实习护生对抗肿瘤药物的职业防护的认知情况见表 1
2.2 实习护生配制抗肿瘤药物的防护行为情况见表 2

3 讨论

3.1 加强实习护生接触抗肿瘤药物职业防护重要性

抗肿瘤药物可能对接触者健康造成的不利影响，如骨髓抑

制、白细胞下降、脱发、消化道症状、角膜损害、皮肤过敏、皮肤

炎、眩晕、肝肾功能损害、细胞遗传物质染色体和 DNA 的损伤、
月经异常、不良妊娠结局，甚至癌症[3]。国内外研究结果表明，在

配制抗肿瘤化疗药物过程中，可形成肉眼看不到的含有毒性微

粒的气溶胶或气雾，在工作间空气或工作台表面可测到抗癌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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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药物可通过皮肤、呼吸道吸收到人体[4-5]。接触抗肿瘤药物职

业防护的基本原则一是工作人员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抗肿瘤药

物的接触，防止药物由任何途径进入人体；二是尽量减少抗肿

瘤药物对环境的污染[6]。因此，医院应设置配制抗肿瘤药物的专

用房间，在专用层流安全柜内，由专人集中完成药物配制[7]。而

目前国内许多医院尚未建立静脉药物配制中心，李春燕等[8]对

北京地区 47 家医院调查，有 39 家(83.0 %)未实行抗肿瘤药物

的集中配制和供应。我院目前尚是分散管理，即各科室病房护

士在准备间配置抗肿瘤药，分散管理的弊端是扩大了抗肿瘤药

物的接触人群及扩散污染空间，但只要遵守抗肿瘤药物的操作

规范、采取有效防护措施，潜在的危害可以避免[9,10]。因此加强

实习护生接触抗肿瘤药物的职业防护非常重要。
3.2 实习护生接触抗肿瘤药物职业防护相关知识的缺乏

配置抗肿瘤药物操作规范和程序：(1)操作前洗手，穿防护

衣，戴一次性口罩、帽子，戴聚乙烯手套后再戴一副乳胶手套，

必要时穿围裙。(2)配药时操作台上应覆盖一次性防护垫，减少

药物污染；掰安瓿时使用纱布围在安瓿颈部；溶解药物时，溶媒

沿着瓶壁缓慢注入，待粉剂浸透再行搅动；稀释和抽吸药液时，

应插双针头以排除瓶内压力，防止针栓脱出造成污染，抽吸药

液不超过注射器的 3/4[11]。如果不慎皮肤接触抗肿瘤药物，应立

即用清水冲洗至少 5 min，然后用洗手液清洗 3 遍，再用清水冲

洗干净。若不慎眼睛与抗肿瘤药物接触，则立即用大量生理盐

水反复冲洗，必要时请眼科医生检查[12]。(3)操作完毕脱去手套

后用肥皂和流动水彻底洗手，接触抗肿瘤药物的用具、污染物、
一次性注射器、输液器、废药瓶等用后一律放置在标有特殊标

记的厚塑料袋内或防漏容器中，统一回收，统一销毁[13]。而本调

表 1 实习护生对抗肿瘤药物的职业防护的认知情况（n=165,%）

Table 1 Nursing students' knowledge level of anti-tumor drug occupational protection

抗肿瘤药物相关知识

Anti-tumor drug -related knowledge
清楚

Clear
部分清楚

Some clear
不知道

Not-knowing

对健康的危害

Harms of anti-tumor drugs
120（72.7） 31（18.8） 14（8.5）

药物的吸收途径

Route of absorption of the drugs
55（33.3） 17（10.3） 93（56.4）

正确配置药物的方法

Correct ways of preparing drugs
60（36.4） 26（15.7） 79（47.9）

药物外溅后污染的处理方法

Handling drugs contamination
46（27.9） 30（18.2） 89（53.9）

皮肤、粘膜不慎接触后的处理方法

Handling skin/mucosal exposure to drugs
62（37.6） 32（19.4） 71（43.0）

处理药物医疗废弃物

Medical waste disposal
50（30.3） 29（17.6） 86（52.1）

表 2 实习护生配制抗肿瘤药物的防护行为情况(n=165,%)

Table 2 The status of protective behavior in preparing anti-tumor drugs

防护行为

Protective behavior
总是

always
有时

Sometimes
从不

Never

穿防护衣

Wearing gown
10（6.1） 2（1.2） 153（92.7）

戴护目镜

Wearing protective goggles
0（0.0） 0（0.0） 165（0.0）

戴口罩

Wearing mask
0（0.0） 4（2.4） 0（0.0）

戴帽子（非护士帽）

Wearing disposable cap
10（6.1） 2（1.2） 153（92.7）

戴双层手套

Wearing double layered gloves
63（38.2） 15（9.1） 87（52.7）

掰安瓿时垫纱布

Using gause while opening amples
128（77.6） 112（67.9） 0（0.0）

用粗针头配置药物

Using big needles to prepare drugs
53（32.1） 112（67.9） 0（0.0）

配药后立即洗手

Washing hands immediately
136（82.4） 29（17.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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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结果显示，仅 43.6 %的护生曾受过抗肿瘤药物职业防护相关

知识培训，33.3 %护生了解抗肿瘤药物吸收的途径，36.4%掌握

知道正确配置药物的方法，27.9 %掌握药物外溅后污染环境的

处理方法，37.6 %的护生掌握皮肤、粘膜不慎接触后的处理方

法，30.3 %的护生掌握如何处理医疗废弃物。目前，护生在学校

所受的教育普遍缺乏职业防护知识的培训，现阶段的职业防护

教育主要靠在职教育[14]。因此，护理院校应增设护士职业防护

课程，加强职业防护教育，使护生掌握接触抗肿瘤药物职业防

护的安全操作规范。医院应把职业防护教育纳入实习前教育的

内容，并重视对这方面知识的实习期间的教育，不断增强护

生的职业安全防护意识。通过职业培训，使实习护生认识到防

护的重要性和正确的防护方法，在工作中严格执行防护措施，

形成牢固的自我防护意识，在工作中自觉做到自我防护、自我

保护。
3.3 加强护生实习期间的职业防护管理

研究结果显示，尽管所有科室都提供一次性帽子、护目镜、

防护衣等防护用具，在配制抗肿瘤药物时，仅有 6.1 %的护生戴

一次性帽子、穿防护衣；戴双层手套的占 38.2 %；而 100 %的护

生未戴护目镜。反映出护生自我防护意识较差。临床带教老师

的素质、教学管理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护生的临床实习效果。

带教老师的言行举止会对护生起到潜移默化的示范作用。因

此，带教老师必须模范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为护生进行示教时

严格落实各项操作规范，指导护生建立正确的防护行为，在平

时带教中对护生不断提醒和督促，直至护生掌握[15]。医院应加

强检查监督，提高护生对防护措施的依从性，降低职业危险性，

以达到职业防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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