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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射已经成为全世界 %! 世纪公共卫生领域的焦点

问题之一，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在世界卫生组织

（’()）的倡导下，!""" 年成立了安全注射全球网络（*+,-），

建立了全球安全注射网络协会，发布联合声明，制定了一系

列策略。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安全注射问题令人担忧。在过

去的几年中，虽然也曾针对预防接种安全注射的问题制定了

相应的规划，开展了一些调查，但由于管理、培训、宣传和思

想认识等原因，对安全注射问题缺少有系统的研究。本文旨

在对安全注射有较全面的阐述，为今后开展安全注射现场流

行病学调查提供参考。

一、安全注射有关定义

!.注射：注射是指以预防、治疗或娱乐为目的，在穿刺皮

肤后经针管与针头注入物质的一个过程。其途径有静脉、肌

内、皮下及皮内。

%.安全注射：安全注射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对接受

注射者无不良损害；"对实施注射人员不存在危险；#注射

的废弃物对其他人不构成威胁。只有这三个方面同时具备，

才称之为安全注射。安全注射的程序是：!医务人员在清洁

区用清洁的手从无菌药瓶中抽吸药物以备注射；"注射器和

针头必须无菌；#用过的注射器和针头等利器放入防刺的容

器里并作正确销毁处理。

二、不安全注射

在安全注射的三个方面中，任何一方面存在不安全的因

素，均为不安全注射。不安全注射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

!.接受注射者的危害：不安全注射对接受注射者的危害

包括传播感染、意外伤害和其他注射不良反应。

（!）传播感染：注射器目前主要有四种类型，即再用型、

一次型、自毁型和无针型。再用型注射器（多为玻璃注射器）

应高压灭菌后使用，煮沸消毒多达不到灭菌要求，热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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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浸泡更是错误的消毒灭菌方式。注射器使用时必须保证

“一人一针一管一用一灭菌”（一人一针一管）。目前，多人共

用一个针头的现象已不多见（吸毒者除外）；但部分地区仍存

在“一人一针”（指多人注射时，只换针头，不换针管）的现象，

该现象在各种皮肤试验中（如青霉素皮试）尤为常见；一次性

注射器重复使用（包括非法回收后再出卖）的现象也时有发

生。这些现象均可导致感染的传播。血源性感染：经血液传

播的感染大多是严重的病毒性感染，并且缺少有效的治疗。

不安全注射是这类感染的重要传播途径之一。化脓性或细

菌性感染：注射器具没有或者不合格的消毒可造成注射部位

的脓肿，甚至导致严重感染，如败血症、心内膜炎、破伤风和

气性坏疽等。

（%）意外伤害：注射途径是以药理学和解剖学为基础的，

根据不同药物各自的特点，如吸收的难易、对组织的刺激性、

治疗和预防的要求（药物作用的速度、应用的剂量和持续的

时间），选择不同的注射部位和方式（肌内、静脉、皮下或皮

内）等。若不了解这些特点，不但达不到治疗或预防的目的，

还可能给接受注射者造成意外伤害。

（0）其他注射不良反应：包括中毒、过敏反应、激发脊髓

灰质炎野毒株或疫苗株病毒感染发生麻痹等。

%.实施注射者的危害：在注射进行的过程中，若不按照

规程操作，或对用过的注射器具不进行安全处理，会导致实

施注射的人员被用过的针头刺伤，造成感染。

0.注射废弃物对他人造成危害：一是针头或注射用锐器

刺伤他人，引起损伤和感染，其二是注射废弃物（特别是一次

性注射器）可能被人回收，在未经严格消毒的情况下重复使

用，给他人造成危害。

三、全球安全注射调查概况

有研究估计，由于不安全注射，全球每年感染乙型肝炎

病毒（(12）的人数为 3&& 万 4 ! #&&万，感染丙型肝炎病毒

（(52）的人数为 %0& 万 4 6$& 万，感染艾滋病病毒（(+2）的人

数为 3 万 4 !# 万，由此而导致全球每年 !0& 万人早死，直接

经济损失达/.0/亿美元。

在发达国家，通过提供免费注射器和一次性注射器已基

本解决了不安全注射的问题，但医务人员被用过的针头刺伤

及药物依赖者共用注射器具的现象依然存在。在美国的 66&
万医务人员中，估计每年约有 3& 万人受针头或医疗锐器刺

伤，其中受 (+2 感染者污染针头等刺伤者约! #&&人，(12 和

(52 感染者污染针头刺伤的更多。789:;<8= 等报道，/& 名受

到 (52 血污染针头刺伤的医务人员，抗体阳转率为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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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一所医院的! "#$名医务人员，在 % 年内有 %&’ 人遭针头

刺伤，" 人发生急性丙型肝炎，其中 ! 名发展成慢性活动性肝

炎。在巴基斯坦进行的免疫接种现场试验中，接种的医务人

员遭针头刺伤的发生率约为!(%)。东欧的一项调查表明，

有一半的人在 %**$ 年未接受注射，另一半人在这一年中平

均接受 %& 次注射。与注射次数有关的主要因素为生病、住

院、感染 +,- 和年纪小。

在发展中国家，不安全注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

问题，每 年 约 发 生 %.& 亿 针 次 的 注 射，其 中 绝 大 部 分（约

*/)）为治疗性注射，免疫预防注射约占 ")，其余的为输血

或血制品及避孕注射等。由于经济落后、卫生资源缺乏和医

疗制度的不健全，不安全注射的频率是非常高的。根据全球

五大地区 %* 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料发现，%# 个国家的不安全

注射率高于 /&)。

根据全球五大地区 %" 个发展中国家资料的保守估计，

每年平均每人注射的次数为&(* 0 ’(/次，中位数是%(/次。每

年平均每人注射的次数最高的为巴基斯坦、厄瓜多尔及前苏

联的一个国家。有!/) 0 *.)的患者到门诊看病后接受了

注射治疗。最常使用注射的前 %& 种症状是发热、上呼吸道

感染、感冒、耳感染、扁桃体炎、盆腔炎症性疾病、肺炎、皮肤

感染、腹泻和不适。而最常注射的药物是维生素、抗生素、止

痛药和喹啉。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和患者相信注射的疗效，

除免疫性注射外，大部分治疗性注射是没有必要的，如维生

素、抗生素、止痛药等。

四、国内安全注射调查概况

我国有%(!亿多 +1- 携带者，# &&&多万 +2- 抗体阳性

者，累计 +,- 感染总人数近 %&& 万。这些病毒性疾病均可经

不安全注射而传播。但是，目前国内尚未开展较为全面的安

全注射调查，目前开展的安全注射调查主要针对预防接种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而对医疗过程中存在的安全注射问题，报

道甚少。据 %**. 年全国计划免疫审评资料表明，在" &..个

接种点中，能做到“一人一针一管”或使用一次性注射器的安

全注射者仅为""(/)，.!(%)的接种点只能做到“一人一针”，

#(’)的接种点重复使用针头。

%(甘肃省 %**$ 年调查结果：在调查的 %"& 个接种点中，

使用一次性注射器的接种点（包括同时使用玻璃注射器的

点）为 %&& 个，占$.(*)。使用玻璃注射器的接种点（包括同

时使用一次性注射器的点）为 %&’ 个，占’"(%)，能做到“一人

一针一管”的占#"(/)，“一人一针”的接种点占/&(*)，“多人

一针”占/(.)。调查结果显示，能达到‘一人一针一管’（包

括使用一次性注射器）的接种点仅占/"(%)。接种点灭菌均

以高压蒸汽为主，占$’(/)；煮沸平均为%*(!)；!(")接种点

只用水冲洗。

共调查 %"& 名乡村医生，预防接种安全注射知识单项问

题知晓 率 3 $&)，而 综 合 几 项 问 题 全 部 回 答 正 确 的 只 占

%"(’)；有*#(.)曾接受过有关预防接种安全注射知识培训，

安全注射知识的全面掌握较欠缺。

!(山西省 %**’ 年调查结果：山西全省注射". ’*$ /*!针

次，其中医疗注射占’.(%)；预防接种注射占%"(*)。地市级

以上医疗单位使用的玻璃注射器全部用高压消毒；县区级医

疗单位玻璃注射器使用高压消毒的占**(’)，煮沸消毒的占

&(!)；乡卫生院及村卫生所玻璃注射器使用高压消毒的占

/"(%)，煮沸消毒的占#/(/)，开水冲洗的占%(#)。

地市级医疗单位年使用针炙针%". %"#针次，其中高压消

毒占""(&)，消毒液浸泡占.$(&)；县区级医疗单位年使用

#.’ &’&针次，其中高压消毒占#(*)，酒精灯烧烤占/(!)，消

毒液浸泡占$.(&)，酒精棉球擦拭占%"(*)；乡卫生院及村卫

生所年使用#"/ *"’针次，其中酒精灯烧烤占.(’)，消毒液浸

泡占!*(.)，酒精棉球擦拭占."(.)。

全省共有预防接种点!* %!#个，其中使用一次性注射器

的接种点占#&(")，使用玻璃注射器的接种点占%.(.)，两种

注射器混用的占#"(%)。全省预防接种/ %%’ %"!针次。城镇

接种% !%$ #."针次，一次性注射器占*!(&)；使用玻璃注射器

达到 一 人 一 针 一 管 的 占 /%($)，符 合 安 全 注 射 接 种 的 占

*$(!)；只换针头不换针管的不安全注射接种占!(’)。乡村

接种" *&& ..*针次，一次性注射器占$!(’)，使用玻璃注射器

达到 一 人 一 针 一 管 的 占 /(.)，符 合 安 全 注 射 接 种 的 占

$’(#)；只换针头不换针管的不安全注射接种占!%(.)。

"(辽宁省 %*** 年调查结果：调查的 %! 个市中 $ 个市全

部使用一次性注射器，/ 个市仍有/) 0 !&)的地区同时使用

玻璃注射器。调查的 #% 个接种点全部使用一次性注射器的

占’&(/)，一次性注射器与玻璃注射器同时使用的占%*(/)，

未发现完全使用玻璃注射器的接种点。

一次性注射器由乡防保站直接供应的接种点占*&(!)，

由乡防保站直接供应与自己购买两种渠道的占#(*)，完全

自己购买的占!(#)，购买渠道不详的占!(#)。而 /&)以上

的乡防保站主要靠自己购买一次性注射器。玻璃注射器来

源于上级单位配备和自购的各占 /&)。调查接种点使用的

一次性注射器是由省内外 %! 个厂家生产的，其中只有 / 个

（占#%($)）经辽宁省有关部门认可经销。

问卷调查结果，对于用过的一次性注射器，所有被调查

的接种点均采用焚毁或掩埋的方式处理，对于玻璃注射器均

采用在接种点自行高压消毒处理。

#(福建省 %*** 年调查结果：在调查的 %!& 个接种点中，

’$ 个点已停止使用玻璃注射器，占$!(/)；有 * 个点仍在使

用。*"(")的接种点做到了“一人一针一管”。在有时使用

玻璃注射器的 "" 个接种点中，已杜绝“多人一针”的现象，但

有 * 个接种点仍采用“一人一针”的注射方式，其中 $ 个接种

点是由于注射器及灭菌器材不够，% 个接种点沿袭以往做法，

另 % 个点认为这就是安全注射。

在 %!& 名接种服务提供者中，/’ 人不能正确回答不安全

注射的危害性，占#’(")，其中 % 人不知道怎样回答。此外，

有 ! 名乡医、% 名村医认为“多人一针、一人一针、不灭菌、水

冲洗注射器”为安全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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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个使用一次性注射器的接种点中，不同层次的接

种服务者对使用后一次性注射器的处理方式不同，城镇接种

员（"! 人）、乡医（#$ 人）都是将其毁形、烧毁或深埋；%& 名村

医中 $’ 人能正确处理，( 人用后不做任何处理就交给收购站

或丢弃，! 人反复使用。

在 ## 个使用玻璃注射器的接种点中，’%)(*的接种点采

用压力蒸汽灭菌，其中 + 个接种点是用家用压力锅灭菌，!&
个接种点是在乡镇采用压力蒸气灭菌器集中灭菌，另外 ( 个

村级接种点采用煮沸灭菌，在调查中未发现将水冲洗作为灭

菌方式的现象。

在调查的 !", 名接种服务提供者中，有 !!& 人接受过上级

的安全注射培训，占+&)’*；# 名村医、! 名乡医反映从未接受

过上级的安全注射培训；接种点的注射器材自己 购 置 占

$#)#*，上级配发占#’)%*，自购与上级配发相结合占!+)"*。

%)西部 % 省 ",,, 年调查结果：西部 % 省（山西、陕西、甘

肃、青海、宁夏）共对 +,, 个乡、村级接种点及 +,, 名基层计划

免疫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发现预防接种全部使用一次性注

射器的占"&)!*，使用玻璃注射器的占"’)%*，两者兼用的占

$&)$*。临床治疗全部使用一次性注射器的占"")$*，使用玻

璃注射器的占"’)#*，两者兼用的占%,)#*。一次性注射器全

部由上级部门统一购买或在上级指定部门购买的占%+)(*，完

全由自己决定购买的占$,)"*。玻璃注射器的灭菌方式采取

热水冲洗或浸泡的占!!)+*，煮沸的占#’)"*。

使用一次性注射器的接种点可以做到安全注射的占

+")"*（&(& - ’$$），使 用 玻 璃 注 射 器 接 种 点 安 全 注 射 的 占

%")%*（$", - (,,）。’")!*的乡、村级医生能够完全了解常规

免疫疫苗接种技术。!#)&*的乡级卫生院及"!)#*的村医有

使用一次性注射器后随意丢弃的现象。")’*的村卫生室有

重复使用的现象。

有#"),*（"(( - +,,）的医生认为注射器具数量不足时可

以用同一注射器进行注射；"%)’*（"#! - (++）的医生认为社会

和家长认同只换针头的注射方式；%)(*（%" - ($(）的医生认为

用同一个注射器接种多人不会发生问题；#!)"*（"(! - +,,）的

医生认为只要更换消毒过的针头，不换针管也可以；!’)$*
（!%& - (++）的医生认为接触使用过的注射器不用担心感染

./0、.10 等；’)%*（&’ - (++）的医生认为如家长索要可以将

使用后的注射器交给他们，采取“一人一针一管”的方式购买

注射器材是很大的经济负担。只有’!)"*（&$, - (++）的医生

认为在所有的预防接种都应做到“一人一针一管一用一灭

菌”的安全注射方式。

&)四川省 ",,, 年调查结果：四川省抽样调查了 !+% 个

接种单位（乡镇卫生院 ++ 个，村级卫生所 +& 个），有 !," 个接

种单位实行“一人一针一管”，占调查单位总数的%")#*，采

用“一 人 一 针”的 接 种 单 位 (# 个，占 $")&*，其 余 !, 个

（%)!*）接种单位采用多人一针。

’)重庆市武隆县 ",,! 年调查结果：调查的 #% 所医疗机

构中，有#$)#*使用一次性注射器，有&,),*的医疗机构在使

用一次性注射器的同时，也使用玻璃注射器；只有%)’*的医

疗机构只用玻璃注射器；&#)#*的医疗机构所使用的各种类

型的一次性注射器在销售地省级卫生监督检测部门全部没

有备案；消毒时使用高压蒸汽灭菌锅的有%")"*。正确掌握

煮沸消毒法消毒标准的占%#)(*。医务人员认为注射操作

是“一人一针一管”的比例为’+)(*。"%)#*的医务人员不知

道不安全注射可能传播肝炎，有#+)&*的医务人员不知道不

安全注射可能传播 .10，过去 ! 年医务人员被注射器刺伤的

频率为!%)’*。在过去 # 个月中，"+)!*（%( - !++）的村民至

少接受过一次注射，估计每人每年平均接受注射数为#)$针

次（不含针灸）。%( 名接受注射的村民，其最近一次接受注射

所用的注射器"+)#* 为玻璃制的，所用的玻璃注射器只有

!’)&*（# - !’）是从消毒包（盒）中取出的。在调查的 !’’ 名村

民中，只有’)+* 的村民知道不安全注射可以传播艾滋病，

#%)&*的村民认为注射疫苗可以只换针头不换针管，$,)’*
的村民在发热时愿意选择药物注射治疗。

五、安全注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要对一个地区进行安全注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对其安

全注射的状况进行评价，必须针对安全注射的三个方面都进

行调查，才能得出全面的结论。当然根据调查目的的不同，

也可以针对某个方面进行。

!)卫生行政部门：访谈主要负责人，查阅相关文件了解

安全注射的政策、法规的执行情况，安全注射监督管理机制

的运行和落实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了解安全注射相关问

题投诉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情况。

")卫生监督部门：访谈主要的负责人，查阅资料了解注

射器卫生质量的管理机制建立情况、执行情况和执行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

#)销售注射器的销售部门：调查负责人和销售人员，了解

销售注射器的卫生质量情况、接受卫生监督部门的卫生质量

监督检查情况，销售服务人员对注射器安全知识的掌握情况。

$)提供注射服务的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包括个体医疗机

构）：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是安全注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的重

点，应从多方面进行调查：!访谈主要负责人、查阅资料和现

场调查，了解医疗机构安全注射的管理制度建立情况。"调

查药（库）房，了解注射器的种类、贮备情况、购买渠道及其卫

生质量；了解处方中含有注射处方的比例，了解注射药物的

种类。#调查供应室，了解注射器的灭菌方式、灭菌频率及

灭菌效果评价。$调查注射室及病房，了解注射的操作过

程，用过注射器的保管及销毁。%对医务人员进行问卷调

查，了解医务人员对安全注射的知识、态度和行为，问卷中应

包含注射处方倾向，被用过的针头刺伤的情况等。

%)接受注射的群众：了解接受注射服务的群众对注射的

需求及其安全注射知识的掌握情况和自我保护的意识等。

（感谢曾光老师对本文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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