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４　 不同科室护士职业防护认知和行为得分比较

科室 例数 防护认知 防护行为

内科 １３０ １２ ５０±１ ７３ １２ ２５±１ ７１

外科 ８８ １４ ６０±２ ９１ １３ ９０±２ ８５

急诊 ４０ １６ １７±１ ９４ １６ １７±２ ５６

手术室 ３２ １６ ４９±２ ５１ １６ ４０±３ ０７

ＩＣＵ ３０ １８ ８０±２ ２８ １８ ２０±３ １９

Ｆ 值 １０ ７１ ８ ８０

Ｐ 值 ０ ００ ０ ００

程度越高， 其防护行为掌握程度越好。 目前多数低年资护士

对于职业安全防护知识仍较匮乏， 不能及时作出职业安全防

护行为。 Ｇａｏ 等［４］ 研究发现， 临床经验较少的护士处于紧张

的工作环境中更容易产生焦虑， 从而具有较高职业风险。 随

着临床护理经验及知识的不断累积， 有关职业安全防护认知

亦存在更深刻的理解。 不同科室得分比较可知， 内科低年资

护士对职业安全防护认知程度最低， 而 ＩＣＵ 低年资护士认知

程度最高 （Ｐ＜０ ０５）， 说明职业安全是 ＩＣＵ 工作人员重点关

注的问题。
３ ２　 提高低年资护士职业安全防护意识的措施

（１） 进行相关知识培训。 邀请职业卫生专家制定相关培

养方案， 使低年资护士树立强烈的职业安全防护意识， 并能

够及时做出职业安全防护行为［５］ 。 （２） 建立严格的职业安全

防护管理制度。 管理制度制定后， 传达给各科室的护士长，
护士长根据本科室特点进行补充并严格执行管理。 以技术为

主导的教育和管理是当下对职业健康， 包括职业安全防护等

问题挑战的解决之路［６］ 。 因此， 应对低年资护士进行及时考

核， 若职业安全受到威胁 （医源性损伤）， 应及时上报和进行

医学观察， 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参考文献：
［１］ 李燕， 郝羽婷， 王琴  手术室护士职业危险因素的防护及管理

［Ｊ］ ．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２０１８， １８ （９４）： ２８６⁃２８９．
［２］ 赵利， 杨良枫  对低年资护士进行系统化职业风险培训的效果评

价 ［Ｊ］ ． 护理研究， ２０１５， ２９ （３）： ８６９⁃８７０．
［３］ ＭｉｎＹｏｕｎｇ Ｋｉｍ， Ｓｅｉｅｕｎ Ｏｈ．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ｎｕｒｓｅｓ ［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２０１６， １１ （６）： １⁃１８．

［４］ Ｇａｏ ＹＱ， Ｐａｎ ＢＣ， Ｓｕｎ Ｗ， ｅｔ 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ｕｒ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ＢＭＣ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２０１２ （１２）： １４１．

［５］ 张静， 姚宝娟， 杨佼佼， 等  低年资护士对职业暴露认知现状的

调查分析 ［Ｊ］ ． 教育教学论坛， ２０１８， １１ （３３）： ２３６⁃２３７．
［６］ Ｗａｎｇ Ｂ， Ｗｕ Ｃ， Ｋａｎｇ ＬＧ， ｅｔ ａｌ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ａｓｋｓ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１３ｔｈ ＦＹＰ） ｐｅｒｉｏｄ ［ Ｊ］ ． Ｊ Ｏｃｃｕｐ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８， ６０ （ ３）：
２０８⁃２２８．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９－２７
作者简介： 纪天鹏 （１９８０—）， 男， 主管医师， 主要从事公共卫

生监测工作。

一起急性二氯甲烷中毒事故调查
纪天鹏， 益琼

（荆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００）

　 　 关键词： 职业防护； 职业安全； 低年资护士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９５ ５　 　 文献标识码： Ｃ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２２１Ｘ（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５９－０１
ＤＯＩ：１０．１３６３１ ／ ｊ．ｃｎｋｉ．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１９ ０２ ０３３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荆州市某企业发生一起急性二氯甲烷中毒

事故， 造成 ２ 人中毒死亡， 现报告如下。
１　 事故介绍

该企业是一家涂料、 油墨、 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的生产

企业， 有员工 ３０ 人 （生产工人 ２５ 人）， 二氯甲烷为其中一种

生产原料。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１ 日晚 ２１： ００ 左右， ２ 名员工从车间取来二

氯甲烷 （约 １ Ｌ） 置于宿舍卫生间 （面积约 ０． ５ ｍ２， 通风欠

佳）， 洗热水澡后用二氯甲烷清洗衣物。 ４ 月 １２ 日上午 ７： ００
左右， 其中 １ 人感到身体不适， 无法站立和穿衣。 ２ 人即被同

事送医救治， 途中 １ 人症状加重并出现抽搐， ９： ３８因抢救无

效死亡。 另一例于 ８： ４０ 也出现昏迷伴抽搐症状， ４ 月 １８ 日

· 事故报道·
凌晨症状突然加重， 经抢救无效死亡。
２　 讨论

二氯甲烷 （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ｍｅｔｈａｎｅ， ＤＣＭ） 作为有机溶剂广泛应

用于航天、 电子、 胶片生产、 医药领域以及金属和电子清洗

行业。 ＤＣＭ 常温下易挥发， 可经呼吸道、 消化道、 皮肤吸

收。 虽属低毒性， 但进入人体预热和潮湿可分解出盐酸、 二

氧化碳、 一氧化碳和剧毒的光气， 加重对人体的危害［１］ 。 氯

甲烷还具有遗传毒性、 致癌性、 生殖发育毒性、 神经毒性、
免疫毒性［２］ 。 该事故中， ２ 人用二氯甲烷清洗衣物， 且有湿

热环境接触二氯甲烷的经历， 结合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和病

例临床表现， 判断为二氯甲烷急性中毒。
分析事故原因， 用人单位安全管理松懈， 有毒化学品

随意带出生产车间； 企业未履行职业病危害告知义务， 未

开展职业病危害知识培训， 工人职业病防治知识缺乏。 建

议加强对用人单位及员工职业卫生管理和职业卫生知识的

培训， 提升职业病防治能力和知识水平， 提高员工自我保

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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