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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伤是指由注射针头、缝合针、各种穿
刺针、刀片等医疗锐器导致的皮肤损伤，是医
务人员最常见的一类职业暴露，可引起血源
性疾病的传播，严重威胁着医务人员的职业
安全和生命健康。

一、发生针刺伤的常见原因
1.人为因素。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可

能因为工作繁忙、疏忽、疲劳或对医疗废物分
类不清等原因，未正确使用利器盒。

2.操作行为因素。医务人员在操作过程
中注意力不集中，操作流程不规范等均会造
成针刺伤。例如：回套针帽、徒手传递手术缝
合针、直接用手弯曲缝合针、安装刀片、将各
种锐器随意丢弃等。

3. 对针刺伤没有足够的认识, 防范意识
差。医务人员对针刺伤害不重视,甚至认为被

病患血液污染的针头刺伤, 感染病毒的发病
的几率是很小的,不做正规处理。

4.工作环境及护理患者的不配合。操作
环境照明采光不良，狭窄，操作台面不平整
等，同时还有患者的不配合都会造成针刺伤
的发生。

5.缺乏专业知识培训。缺乏针刺伤相关
的防护教育的培训及医务人员对培训重视程
度不够，依从性差。

二、防范措施
1. 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合

理配置人员，以免忙中出错。配备必要的安全
设施，如改善手卫生的非手触式水龙头设施；
为工作人员配备足够的防护用品，工作服、帽
子、口罩、不易穿透的橡胶手套等。

2.正确处理利器，严格操作规程。医务人

员在操作过程中应：禁止回套针帽；禁止用针
头进行二次穿刺；禁止直接传递锐器物品；禁
止用手分离使用过的针头和针管，正确使用
锐器盒，锐器盒应放在固定位置，收集 2/3 满
时停止使用，立即更换。

3.推荐使用安全型针具。

4.加强对医务人员的职业防护知识的培
训与指导，增强防范意识。

三、针刺伤的处理方法
1.挤。立即在伤口旁由近心端向远心端

轻轻挤压，避免挤压伤口局部，尽可能挤出伤
口处的血液。

2.冲。用流动水和肥皂彻底清洗伤口，时
间不少于 2-3 分钟。

3. 消毒。使用 75%酒精或 0.5%碘伏消
毒，必要时包扎伤口。

4.报告。及时向科室负责人及医院感染管
理部门报告，24 小时内填报针刺伤发生报告
记录。

5. 追踪评估。对暴露源及暴露者的 HBV、

HCV、HIV 等病原体血清标注物进行查验，评估
暴露相关因素，并综合评估暴露者感染风险，根
据评估结果制定下一步预防用药方案。对已发
生针刺伤的人员，定期进行血源性和体征性追
踪监测与记录。

6.改善。对针刺伤发生原因进行分析，制订
改进措施，开展持续质量改进。

针刺伤是一种常见的职业危害，了解其发
生原因及正确处理伤口是保障工作人员健康的
关键。让我们共同努力，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减
少针刺伤的发生，为工作人员的健康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河北省新乐市第二医院）

房颤，即心房颤动，是一种常见的心律失
常疾病，其特点是心房内的心肌纤维快速而
无序地颤动，导致心房失去了有效的收缩功
能。房颤不仅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更重要的
是，它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其中最
为严重的便是脑栓塞。因此，预防房颤并发脑
栓塞至关重要，关乎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福祉。

房颤患者由于心房内的血液流动异
常，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随血液
流至脑部，就可能阻塞脑血管，导致脑栓
塞的发生。脑栓塞是一种严重的脑血管疾
病，轻者可能导致肢体麻木、言语不清等
症状，重者则可能导致偏瘫、失语甚至危
及生命。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房颤患

者并发脑栓塞的风险，并积极采取有效的
预防措施。

首先，药物治疗是预防房颤并发脑栓塞
的重要手段。对于房颤患者，医生通常会根据
其具体情况开具抗凝药物，如华法林、达比加
群酯等，以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然而，需要
注意的是，这些药物可能存在出血等副作用，
因此患者必须严格按照医嘱服药，并定期进
行检查和调整药物剂量。

其次，对于部分符合条件的房颤患者，射
频消融手术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这种手
术通过破坏心房内的异常电信号传导通路，
恢复心房的正常节律，从而从根本上消除房
颤的发生。射频消融手术不仅可以显著改善
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可以有效降低脑栓塞的

风险。然而，手术并非适用于所有房颤患者，
需要经过专业医生的评估后才能确定是否适
合进行手术。

除了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外，房颤患者
在日常生活中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患者应保
持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
饮食应以清淡为主，避免摄入过多的高脂
肪、高盐、高糖食物；同时，戒烟限酒也是必
不可少的。

二是控制危险因素。高血压、糖尿病、高
脂血症等慢性疾病都是房颤和脑栓塞的危险
因素。因此，患者应积极控制这些疾病的病
情，定期监测相关指标，并在医生的指导下进
行相应的治疗。

三是加强心理调适。房颤患者往往面临较
大的心理压力和焦虑情绪。因此，患者应学会
自我调节情绪，保持心情愉悦；同时，家人和朋
友也应给予患者足够的关心和支持，帮助他们
度过难关。

总之，预防房颤并发脑栓塞是一项长期
而艰巨的任务。患者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
行药物治疗或手术治疗，并在日常生活中注
意调理和控制危险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有
效降低房颤并发脑栓塞的风险，守护患者的
心脑血管健康。同时，我们也应加强对房颤
及其并发症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房颤和
脑栓塞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共同为守护人们
的健康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消毒供应室，被誉为医院的无菌魔法城
堡，是医院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门。它承担着
为医院各科室提供无菌医疗器械、器具和物
品的重要任务，是确保医院内医疗质量和安
全的关键环节。下面，我们将带您深入了解这
个神秘而又重要的部门。

一、消毒供应室的职责与任务
消毒供应室主要负责医院所有重复使用

的医疗器械的回收、清洗、消毒、包装、灭菌、
储存和发放等。具体来说，要处理各类器械、
器具和物品，确保各类器械器具和物品在再
次使用前达到无菌标准。此外，还要为各科室
提供急需的器械和物品，并协助解决各种清
洗、消毒和包装技术问题。

二、工作流程与关键环节
消毒供应室的工作流程包括回收、分类、

清洗、消毒、干燥、检查、包装、灭菌、储存和发
放等环节。其中，器械的清洗是至关重要的一
环，直接影响着灭菌效果。在此过程中，工作
人员需采用正确的清洗方法，如手工清洗、超
声清洗和喷淋清洗等，以确保器械物品表面、
齿牙、锯齿部、锁扣及管腔无残留物质和锈
斑。灭菌是器械物品处理流程中技术操作的
关键环节，无菌是灭菌处理的结果。

三、设备与技术
为了确保无菌操作，消毒供应室配备了

各种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例如，全自动清洗消
毒机、干燥设备和高压蒸汽灭菌器、过氧化氢

等离子体低温灭菌器等，这些设备可实现高
效、自动化的无菌处理。消毒供应室工作人员
严格按照清洗消毒及灭菌技术操作规范和流
程清洗消毒灭菌器械物品。

四、安全与防护
消毒供应室的工作人员经常与高风险物

品和致病菌打交道，因此，工作人员的安全和
健康至关重要。为此，消毒供应室配备了各种
防护设备，如防护服、手套、口罩、帽子和护目
镜等，以减少职业暴露风险。同时，工作人员
还需定期进行健康检查，确保身体状况良好。

五、质量控制与评估
消毒供应室对工作质量有着严格的要求，

工作人员通过定期检查器械清洗、消毒和灭菌

效果等指标，确保无菌操作符合标准。做好清洗
消毒灭菌质量管理控制，以确保工作质量。

六、未来发展与挑战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医院规模的

扩大，消毒供应室的工作量和复杂性也在不断
增加。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消毒供应室应积极
采用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提高工作效率和准
确性。同时，还需加强人才培养，提高工作人员
的专业素质和技术水平，以适应未来医疗行业
的发展需求。

总之，消毒供应室是医院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部门，它为医院各科室提供无菌医疗器械和
物品，确保了医疗质量和安全。

（作者单位：河北省枣强县人民医院）

消毒供应室是确保医疗质量和安全的关键环节
阴 崔桂春

核医学是一种使用放射性核素在生物医
学中应用的学科，它通过将放射性核素与生
理学、生化等基础研究结合，实现了对疾病的
有效诊断和治疗。核医学技术的应用范围广
泛，涵盖了医疗诊断、治疗和生物学的各个领
域。核医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有助于疾病的预
防、诊断和治疗，还能促进生物医学、药理学
等基础学科的发展。

一、核医学技术在临床中的应用
1.心血管疾病的诊断
核医学技术可用于心血管疾病的诊断，

尤其是心肌缺血、心肌梗死等疾病。心肌缺血
是由于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心肌细胞缺血缺
氧所导致的疾病。而核医学中的正电子发射
计算机断层显像（PET）技术可以用于诊断心

肌缺血，它能够显示心肌细胞的代谢状态，为
临床提供准确的心肌缺血部位信息。对于心
肌梗死，核医学技术也可提供重要的诊断依
据。通过放射性核素检查，可以观察到心肌梗
死的范围和程度，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2.肿瘤的诊断和治疗
核医学技术在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方面也

发挥了重要作用。肿瘤细胞代谢活跃，容易吸
收放射性核素标记的物质，因此核医学技术
可用于肿瘤的诊断。例如，放射性核素标记的
显像剂可以与肿瘤细胞结合，通过影像检查
显示出肿瘤的位置、大小和扩散情况。此外，
核医学技术还可用于肿瘤的放射治疗，通过
将放射性核素引入患者体内，对肿瘤细胞进
行高剂量辐射治疗。

3.甲状腺功能测定
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之一，

其功能异常可能导致一系列疾病。核医学技
术中的放射免疫分析（RIA）是一种常用的测
定甲状腺功能的方法。通过将放射性核素标
记的抗体与甲状腺分泌物结合，然后通过测
量放射性物质的量，可以得出甲状腺的功能
状况。这种方法准确度高、灵敏度高，对甲状
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4.骨骼显像
骨骼显像是一种常用的核医学技术，可

用于诊断骨折、肿瘤转移、关节炎等疾病。通
过注射放射性标记的骨骼显像剂，利用影像
检查技术观察到骨骼的代谢情况，从而对疾
病进行诊断。

二、核医学技术的未来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核医学技术在临床

中的应用将会更加广泛和深入。未来，核医学
技术将与更多学科交叉融合，如基因工程、生
物技术等，为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提供更
多可能性。同时，核医学技术还将更加注重安
全性和环保性，减少放射性物质对环境和人体
健康的潜在影响。

总之，核医学技术在临床中的应用已经取
得了显著的成果，为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
提供了有力支持。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和核医学技术的不断改进，它将为人类健康事
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核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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