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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化疗病房护士职业防护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冯光敏

(沈阳急救中心 , 辽宁 沈阳　110003)

　　癌症是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常见病 、 多发病 ,

化疗是癌症的主要治疗方法之一。现绝大多数医院采用的是

不科学的分散式管理 , 并且防护措施不当。 分散式管理扩散

了化疗药物的接触人群和空间 , 从而增加了肿瘤化疗病房职

业暴露的危险性。在诊疗 、 护理 、 操作过程中若不注意个人

防护 , 则容易造成职业性损伤 , 严重威胁着医护人员的身心

健康 , 成为医务界人士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影响防护的因素

1.1　肿瘤护理职业防护认识不够

肿瘤患者有逐年递增的趋势 , 化疗是肿瘤治疗最常用的

手段之一。但我国肿瘤专科护理起步较晚 , 抗肿瘤药物的防

护及监控措施初成雏形;虽然对肿瘤专科护理人员的防护问

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同行的关注 , 但重视程度和管理力度不够 ,

教育滞后使得防护制度不健全 , 措施难以付诸于实际。

1.2　护理人员对抗肿瘤药物的危害性认识不足

抗肿瘤药物通过接触呼吸道 、 皮肤 、 口腔等途径进入人

体 , 频繁接触 , 在体内蓄积 , 导致过敏 , 白细胞减少 , 孕期

致胎儿流产 、 畸形等潜在危险。由于从事肿瘤专科护理的人

员上岗前未经过专科学习 , 或对肿瘤药物的毒性认识不深刻 ,

加之多年来对护理人员多强调奉献精神和不怕脏的教育 , 自

我防护问题没摆在应有的位置 , 致使护士的自我防护意识淡

薄 , 操作人员在操作中未采取应有的防护措施。

1.3　防护知识在大众中宣传普及不广泛

对化疗病人的体液及排泄物的危害 , 病人及家属没有应

避免直接接触的认识 , 同时把护理人员戴手套和口罩处理患

者的体液及排泄物也误认为是嫌弃他们 , 影响了护理人员防

护措施的实施。

2　对策

2.1　医疗机构应制定严格的防护方案并提供安全的防护用品

和设备

2.1.1　集中管理　目前有条件医院已设置药物配置中心或配

置生物安全柜 , 将化疗药物的配制由专职护士集中配置完成 ,

然后发送至各病房给病人应用 , 即将分散式管理变集中式管

理。通过生物安全柜 , 可防止化疗药物通过各种途径危害操

作护士 , 同时又利于肿瘤废弃物品中心化处理 , 减少对社会

及环境的危害。

2.1.2　专业人员配置药物　药物配置中心应配备经专业训练

的有经验的护士负责备药。并定期进行体检 , 一旦出现毒副

反应征象 , 立即进行人员调整。

2.1.3　使用防护用具　护理人员操作时穿隔离衣 , 戴口罩 、

帽子 、 护目镜 、 手套等。

2.2　制定专业人员化疗药物防护制度

2.2.1　静脉给药时 , 护士应严格使用防护用具 , 手套要求二

层 , 外用乳胶手套 , 内用聚氯乙烯手套可防渗透。隔离衣具

有防渗透作用。

2.2.2　静脉滴注药液时 , 最好采用密闭式静脉输液法 , 无排

气装置 , 液体以塑料袋包装为宜 , 以便液体输入后污染物品

的处理。

2.2.3　静脉给药时 , 禁止向空气中排气 , 若需从莫菲氏滴管

加入药物 , 必须先用无菌棉球围在滴管开口处再行加药 , 其

速度不宜过快 , 以防药液从滴管口溢出。

2.2.4　操作完毕 , 脱掉手套后用肥皂流动水彻底洗手。

2.3　加强药物污染及废弃物处理的管理

2.3.1　抗癌药物外溅后 , 应立即标明污染范围 , 避免其他人

员接触。护士必须戴一次性口罩 、 帽子 、 手套等 , 做好个人

防护后方可处理污染区。如果药液溢到桌面或地上 , 应用纱

布吸附药液;若为药粉则利用湿布抹擦 , 以防药物粉尘飞扬 ,

污染空气 , 并将污染纱布置于专用袋中封闭处理。

2.3.2　在操作过程中如不慎将药液溅到皮肤或眼里 , 应立即

用肥皂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

2.3.3　污染安瓶与药瓶放置专用袋中封闭 , 以防蒸发污染室

内空气。

2.3.4　注射器 、 输液器 、 针头等均为一次性使用 , 用后放专

用袋中密封处理。

2.3.5　所有污物 , 包括用过的防护衣 、 帽等 , 需经高温焚烧

处理。

2.3.6　在处理病人化疗后尿液 、 粪便 、 呕吐物或分泌物时 ,

必须戴手套以免沾染皮肤。水池 、 马桶用后反复用水冲洗。

医院内设有污水处理装置。

2.4　加强对护理人员职业安全教育 , 增强各类人员防护意识

2.4.1　增强防护意识　加强肿瘤专业人员的培训 ,提高其对化

疗药物潜在危险的认识 ,制定合理的防护措施并认真执行 , 使专

业人员全面掌握规范的化疗防护操作程序。要认识抗肿瘤药物

的毒副作用 、防护知识 , 了解本病区患者应用抗肿瘤药物情况。

2.4.2　增强身体素质　平时注意锻炼身体 , 积极参加文体活

动 , 充分调动人体抵御有害物质刺激的能力。定期做好健康

体检 , 每隔 6 个月抽血检查肝功能 、 血常规及免疫能力等 ,

发现问题及时调离和治疗。

2.4.3　加强对防护知识的普及教育　认真做好肿瘤患者及陪

护家属的宣教指导工作 , 普及健康和防护知识 , 达到人人知

晓 、 人人做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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