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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评价湖南某民办高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态度与行为"

g'\

#干预

的效果!为开展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提供依据$方法
"

通过发放实验室生物安全学习手册'集中授课宣教'实

验课中互动交流等方式开展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分析比较干预前后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实验室生物安全

g'\

问卷调查结果!评价干预效果$结果
"

通过干预!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知晓率上升

率为
"3;:

&

#"=3=:

!生物安全态度正确率上升率为
#$3$:

&

&;3":

!生物安全行为正确率上升率为
&3%:

&

%;3":

!干预前后学生实验室生物安全
g'\

正确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N

%

$3$"

#%干预后学生实验室意外事

故发生率下降率为
=<3#:

&

#$$3$:

!干预前后学生实验室意外事故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3$"

#%不

同学历学生干预前后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3$"

#$结论
"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

生实验室生物安全现状不容乐观!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能提高学生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增强生物安全防护意

识!规范学生实验室操作行为!降低实验室意外事故发生!取得了较好的干预效果$

关键词"实验室生物安全%

"

知识'态度与行为%

"

干预%

"

效果评价

!"#

!

#$3;<=<

"

B

3C--D3#=?;>E#;$3&$#%3&$3$;=

中图法分类号"

FEE=

文章编号"

#=?;>E#;$

"

&$#%

#

&$>&"%<>$E

文献标识码"

!

""

实验室生物安全是指在进行实验操作时#工作人

员采取措施来避免危险生物因子对相关人员的危害#

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及对公众的伤害#保障科研工作的

科学性和实验工作的安全性%

#>&

&

'医学检验技术是一

门注重实践性和应用性的学科#实验教学是其中必不

可少的环节%

;

&

#在实验操作中必然接触到各种病原微

生物及致病因子#且学生毕业后也将长期从事临床实

验室工作#职业暴露的机会较多%

E

&

#故学生对实验室

生物安全知识$态度与行为)

g'\

*的知晓水平直接影

响学生的生物安全防护意识与实验室意外事故的处

理能力'为了提高学生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水平#规

范学生实验室操作行为#避免实验室意外事故发生#

为科学合理制定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提供依据#本研

究于
&$#?

年
<A#&

月通过集中授课$发放实验室生

物安全学习资料$实验课中互动交流等方式对湖南某

民办高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大二$三年级的学生进行

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宣教#并分别于干预前后对学生

进行
g'\

问卷调查#现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3B

"

一般资料
"

以长沙医学院为研究现场#

;$#

名医

学检验技术专业全日制大二$大三在校学生为调查对

象#其中大二年级学生
#;%

人#大三年级学生
#=;

人(

男生
%;

人#女生
&#%

人(专科
E"

人#本科
&"=

人'

B3C

"

方法

B3C3B

"

测量工具
"

采用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实验

室生物安全
g'\

调查问卷为测量工具'问卷内容包

括!一般资料)性别$年级$学历*#实验室生物安全相

关
g'\

'对该问卷进行内容效度与重测信度检验#

内容效度采用
;

位专家评议打分#对问卷所涉及的调

查条目和内容进行相关程度评估#计算出问卷的内容

效度指数)

$3%"&

*和条目一致性)

$3%;=

*

%

"

&

(正式调查

前进行重测信度检测#

9

系数为
$3%&$

#表明该问卷信

效度较好%

=

&

'

B3C3C

"

干预方法
"

开学第一周利用测量工具进行基

线调查#开学第二周发放实验室生物安全学习手册告

知学生自学相关知识#以后每周在生物化学与临床实

验室管理学实验课中安排一次集中授课#由讲师以上

职称教师和附属医院检验科主管技师担任指导教师#

以统一的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课件$案例视频进行小

组授课#并和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分析案例与实验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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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的防护措施#每次干预时间约
&$4CD

#共干预
%

次#干预结束后利用同一测量工具进行调查'

B3C3D

"

质量控制
"

测量工具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文献

并综合
;

位专家意见后反复修改制定#按照0实验室

生物安全1

%

?

&等教材缩编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资料进

行发放#指导教师均经过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培

训合格#正式调查前对
;

名在校大学生担任的现场调

查员进行统一培训#调查中由调查员说明本问卷的注

意事项与填写方法#学生自愿参与#匿名独立填写完

成后当场回收问卷#保证资料的回收率$完整性和准

确性'

B3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

统计软件建立数

据库#双人录入并专人校对'对学生实验室生物安全

g'\

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干预前后的
g'\

指标采

用
!

& 检验#以
N

%

$3$"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干

预前后上升率$下降率计算公式!上升率
c

)

\干预后 A

\干预前*"\干预前#下降率c

)

\干预前A\干预后*"\干预前#式中

的
\

指各
g'\

指标的知晓率'

C

"

结
""

果

C3B

"

干预前后学生实验室生物安全
g'\

情况
"

干

预后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实验室生物安全
g'\

知

晓率均高于干预前#经
!

& 检验#干预前后各指标知晓

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N

%

$3$"

*'学生实验室生物

安全知识知晓率由干预前的
&%3=:

&

<"3$:

上升到

干预后的
?;3E:

&

#$$3$:

#其中离心管破损后处理

认知上升率最高为
#"=3=:

#其次为职业暴露概念认

知上升率为
<#3=:

(实验室生物安全态度知晓率由干

预前的
?=3?:

&

<$3$:

上升到干预后的
<E3?:

&

<<3$:

#其中重视实验室和医院里自身安全防护此项

认知上升率最高为
&;3":

(实验室生物安全行为正确

率由干预前的
E?3%:

&

<?3;:

上升到干预后的

%"3$:

&

#$$3$:

#其中-进入实验室前穿工作服$束

发$不携带无关物品.的认知上升率高达
%;3":

'见

表
#

'

表
#

""

干预前后学生实验室生物安全
g'\

调查结果#

%c;$#

$

g'\

指标
干预前

知晓人数)

%

* 知晓率)

:

*

干预后

知晓人数)

%

* 知晓率)

:

*

上升率)

:

*

!

&

N

认知

"

实验室生物安全概念
&=E %?3? &<? <%3? #&3" &%3"$& $3$$$

"

标准预防的概念
#<; =E3# &== %%3= ;%3& E%3%?= $3$$$

"

职业暴露的概念
#E? E%3< &%& <;3? <#3= #E?3%&< $3$$$

"

医院内感染的概念
&E" %#3E &<= <%3; &$3% E?3EE? $3$$$

"

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级别
#"$ E<3% &?& <$3" %#3? ##?3<"< $3$$$

"

正确识别警告标签
&%= <"3$ ;$# #$$3$ "3; #"3;%; $3$$$

"

六步洗手法
#?< "<3" &?% <&3E ""3; %<3$;< $3$$$

"

离心管破损后处理
%= &%3= &&# ?;3E #"=3= #&#3#EE $3$$$

态度

"

有必要学习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
&?# <$3$ &<% <<3$ #$3$ &;3;?& $3$$$

"

有必要开设生物安全教育课程及相关培训
&"% %"3? &<; <?3; #;3" &=3&E; $3$$$

"

愿意参加实验室生物安全宣教
&E& %$3E &<$ <=3; #<3% ;?3&E" $3$$$

"

重视实验室和医院的自身安全防护
&;# ?=3? &%" <E3? &;3" ;<3""% $3$$$

行为

"

离开实验室会洗手
&<; <?3; ;$# #$$3$ &3% %3#$% $3$$E

"

会正确处理废弃物
#?= "%3" &"? %"3; E"3% ";3<?" $3$$$

"

需要时会佩戴实验防护用具
&&E ?E3E &?" <#3E &&3% ;$3E=" $3$$$

"

出现安全事故后会及时告知带教教师
&&< ?=3# &%< <=3$ &=3# E<3%$? $3$$$

"

未在实验室吸烟$进食和饮水
#=< "=3# &?& <$3E =#3# %<3<"# $3$$$

"

进入实验室前穿工作服$束发$不携带无关物品
#EE E?3% &=E %?3? %;3" #$<3"&# $3$$$

"

能处理常见实验室意外事故
#<E =E3" &=% %<3$ ;%3$ "$3<=? $3$$$

C3C

"

干预前后学生实验室意外事故发生情况
"

干预

后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各种意外事故发生率均低

于干预前#

!

& 检验显示#干预前后意外事故发生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3$"

*#表明干预能有效减少实

验室意外事故的发生'干预后意外事故下降幅度最

高的 为 误 食 试 剂 )

#$$3$:

*#其 次 为 标 本 外 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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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3?:

*与吸入有害气体)

%;3&:

*#见表
&

'

C3D

"

学生实验室生物安全
g'\

干预效果影响因

素
"

!

&检验显示#不同学历学生干预前后实验室生物

安全知识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3$"

*#表明

学历对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干预效果有影响'不同

年级$不同性别学生干预前后实验室生物安全
g'\

正确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N

&

$3$"

*#表明年级与

性别对实验室生物安全
g'\

干预效果无影响'见

表
;

'

表
&

""

干预前后学生实验室意外事故发生情况#

%c;$#

$

内容
干预前

发生人数)

%

* 发生率)

:

*

干预后

发生人数)

%

* 发生率)

:

*

下降率)

:

*

!

&

N

试剂倾倒
#$% "#3& E" #"3$ ?$3? ;E3?%# $3$$$

皮肤刺破或划破
E; &$3E #< =3; =<3# #$3;"? $3$$#

标本外溢
=< ;&3? #" "3$ %E3? E$3;EE $3$$$

玻璃器皿破损
##" "E3" ;% #&3= ?=3< "#3<"? $3$$$

吸入有害气体
&" ##3< = &3$ %;3& #&3&?? $3$$$

试剂接触皮肤
##% ""3< ;; ##3$ %$3; =;3%=% $3$$$

被实验动物咬伤
#% %3" " #3? %$3$ ?3=E$ $3$$=

误食试剂
? ;3; $ $3$ #$$3$ ?3$%& $3$$%

失火
## "3& ; #3$ %$3% E3=%$ $3$;#

人体不适
&; #$3< ? &3; ?%3< %3<%# $3$$;

其他
;$ #E3& % &3? %#3$ #;3"<" $3$$$

表
;

""

不同性别%学历%年级学生干预前后实验室生物安全
g'\

情况

因素 人数)

%

*

问题总数值

)

%

*

干预前

答对题数值)

%

* 正确率)

:

*

干预后

答对题数值)

%

* 正确率)

:

*

!

&

N

知识 性别 男生
%; ==E EE? =?3; "<" %<3= #3?;" $3#%%

女生
&#% #?EE ##$; =;3; #=#% <&3%

学历 本科
&"= &$E% #&%& =&3= #%%? <&3# E3E<# $3$;E

专科
E" ;=$ &=% ?E3" ;&= <$3=

年级 大二
#;% ##$E =?; =#3$ #$$& <$3% #3&?" $3&"<

大三
#=; #;$E %?? =?3; #&## <&3<

态度 性别 男生
%; ;;& &=? %$3E ;#% <"3? $3#$? $3?E;

女生
&#% %?& ?;" %E3; %E% <?3&

学历 本科
&"= #$&E %"E %;3E <<; <?3$ $3$$& $3<="

专科
E" #%$ #E% %&3& #?; <=3#

年级 大二
#;% ""& EE% %#3& "&; <E3? $3$$E $3<E?

大三
#=; ="& ""E %"3$ =E; <%3=

行为 性别 男生
%; "%# ;=? =;3& "#< %<3; #3;&" $3&"$

女生
&#% #"&= #$<; ?#3= #E## <&3"

学历 本科
&"= #?<& #&"$ =<3% #=;< <#3" $3$E& $3%;?

专科
E" ;#" &#$ ==3? &%# %<3&

年级 大二
#;% <== =;= ="3% %?? <$3% #3#%? $3&?=

大三
#=; ##E# %&E ?&3& #$"; <&3;

D

"

讨
""

论

""

高校实验室是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实验室生物安全是影响实验教学和科研工作顺利开

展的关键因素%

%

&

#在校学生实验室事故发生率高而自

我事故处理率低#都将成为未来工作的潜在隐患%

<

&

#

医学检验技术学生在实验室操作中如何进行有效生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9D)V0J*2H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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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安全防护#保护自己$他人与环境是专业技术教育

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研究结果显示#湖南某民办

高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实验实验室生物安全知

信行水平整体偏低#这与李永丰等%

#$

&报道的生物类专

业学生实验室生物安全认知水平相当#尤其对标准预

防$职业暴露$生物安全防护级别认识$六步洗手法$

离心管的破损处理等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掌握情况

较差#且学生对实验室生物安全的重视程度较低#实

验操作中存在诸多不安全的行为#实验室意外事故发

生次数较多#这说明学生实验室安全操作技能与处理

能力非常欠缺'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的目的不仅要

培养学生生物安全防护意识#更要提高学生在实验过

程中的安全操作技能%

##

&

'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发放实

验室生物安全学习手册$集中授课宣教$实验课中互

动交流等方式进行干预后#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实

验室生物安全
g'\

正确率均明显提高#尤其是离心

管破 损 后 如 何 处 理 的 正 确 率 上 升 幅 度 最 高 达

#"=3=:

#且实验室各种意外事故发生率也明显降低#

干预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N

%

$3$"

*#说明

实验室生物安全宣传教育的干预措施能使学生掌握

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相关知识#使学生从主观上更为

重视实验室生物安全#树立了正确的生物安全态度#

在实验操作中能自觉遵守操作规程从而避免实验室

意外事故的发生#其中因实验操作不当而导致的误食

试剂$标本外溢与吸入有害气体下降幅度最高#分别

为
#$$3$:

$

%E3?:

$

%;3&:

#说明干预措施能改变学

生实验操作时的粗心大意$胡乱随意的实验操作行

为#切实有效地改善了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实验室

生物安全现状#取得了较理想的干预效果'

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是向学生传授生物安全知

识到改变学生不良实验行为的过程%

#&

&

'研究结果显

示#干预前后不同年级$不同性别学生实验室生物安

全
g'\

正确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N

&

$3$"

*#说明

年级$性别对实验室生物安全
g'\

干预效果无影响#

干预措施能普遍提高男生与女生$大二与大三学生的

实验室生物安全
g'\

水平(而不同学历学生实验室

生物安全知识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3$"

*#

干预后本科生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知晓率明显高于

专科生#表明学历对实验室生物安全认知水平干预效

果有影响#本科生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的干预效果高

于专科生#提示在开展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时#应紧

密结合学生的自身特点#不同学历层次的学生宣教的

内容或方式应有所不同#建议将实验室生物安全操作

技能的知识与临床微生物学检验$临床免疫学检验$

临床检验基础与临床生物化学检验等多门专业课程

的实验教学内容融合#实验带教教师通过具体实例分

析生物安全事故发生的原因#纠正不当实验操作行

为#强调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学习生物安全

防护知识#从多个环节入手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

教育'

实验室生物安全与高校科学$教研事业的发展息

息相关%

#;

&

#在重视实验室生物安全的大环境下%

#E

&

#从

生物医学$社会经济与科技的长远发展考虑#对医学

检验技术专业学生进行系统性的实验室生物安全教

育十分必要#建议医学院校制定科学合理的生物安全

教育体系#向未来的检验技术人员传授生物安全防护

知识及安全操作技术#为社会培养出专业素质较高的

既懂得检验知识#又懂实验室安全的应用型技术

人才%

#"

&

'

参考文献

%

#

& 李艳#李山
3

临床实验室管理学%

2

&

3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

&$#&

!

#=&3

%

&

& 郑玉红#侯雪新#李振军
3

生物安全培训问题分析及系统

培训方法建立的研究%

V

&

3

实用预防医学#

&$#"

#

&&

)

=

*!

?=$>?=&3

%

;

& 王秋桐#门剑龙#赵瑞#等
3

探讨高等医学院校医学检验专

业的实验室生物安全存在问题和应对措施%

V

&

3

现代检验

医学杂志#

&$#E

#

&<

)

E

*!

#?$>#?#3

%

E

& 王保龙#苏虹#伍佳玲
3

在医学检验专业开展实验室生物

安全教学的思考%

V

&

3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

#

#E

)

"

*!

E=$>E=&3

%

"

& 刘学宗#张建#于书彦
3

关于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V

&

3

首都

医科大学学报#

&$$#

#

&&

)

E

*!

;#E>;#?3

%

=

& 孙振球
3

医学统计学%

2

&

3;

版
3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

E;">E;=3

%

?

& 叶冬青
3

实验室生物安全%

2

&

3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3

%

%

& 倪浩芳
3

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的问题与对策%

V

&

3

吉林省

教育学院学报#

&$#&

#

#$

)

&%

*!

E#>E&3

%

<

& 黄晓甜#全苗苗#王昌银#等
3

检验专业学生实验室生物安

全知信行现状调查%

V

&

3

职业与健康#

&$#?

#

;;

)

#?

*!

&E#E>

&E#=3

%

#$

&李永丰#魏春玲#钱召强
3

生物类专业学生实验室生物安

全知识的认知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V

&

3

中国医学教育技

术#

&$#"

#

&<

)

=

*!

""%>=?&3

%

##

&闫志勇#王斌
3

不同层次医学生实验室生物安全课程的教

学实践与体会%

V

&

3

微生物学通报#

&$#&

#

;<

)

#

*!

#$=>##$3

%

#&

&杨景瑞#朱琳琳#赵庆伟#等
3

重视生物安全教育培养职业

防护能力%

V

&

3

中国现代医生#

&$#$

#

E%

)

&?

*!

%=>%?3

%

#;

&李梅
3

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现状分析与对策%

V

&

3

实验室

研究与探索#

&$#=

#

;"

)

<

*!

;##>;#E3

%

#E

&陈雪莹
3

探讨临床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现状及对策%

V

&

3

医学信息#

&$#"

#

&%

)

&<

*!

&=<3

%

#"

&厉洪#张汝阳#赵人#等
3

江苏省医学院校师生实验室生

物安全知识认知情况现状调查%

V

&

3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

#

#E

)

"

*!

EE?>#"$3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E>&=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9D)V0J*2H8

!

WI)6*HK&$#%

!

X673;<

!

,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