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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GKO

%

*O

和
GKO

%

JCQ

检查具有环节多&流程复杂&患者在注射微量放射性示踪剂后需要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停

留时间长等特点#工作人员与患者之间&患者与患者之间交叉感染的风险大'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G

"防控期间#我们建议

对进行
GKO

%

*O

或
GKO

%

JCQ

检查的患者#根据其流行病学史和临床症状#对其患有
>*G

潜在的风险进行评估'据此对接触

具有潜在风险患者的工作人员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对具有潜在风险患者接触的场所进行合理的消毒#以降低交叉感染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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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评估(

G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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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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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Q

(交叉感染(个人防护(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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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医学影像检查是疾病诊治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手段#但并不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筛查&诊断

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检查的适应证'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的预防与控制主要包括$控制传染来

源#切断传播途径#清除生长环境#规范防控措施'

一般而言#到核医学科就诊者均已经过临床科室诊

疗后才开具检查申请'在疫情防控期间#发热患者

首先到发热门诊进行诊治)

&

*

#在排除了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后#患者才会到核医学科就诊'因此#核医

学科工作人员需要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尽最大可能

筛选出具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潜在风险者#减少其

对工作人员&其他患者和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GKO

是
GKO

%

*O

和
GKO

%

JCQ

的统称'

GKO

%

*O

和
GKO

%

JCQ

检查的特点是检查流程涉及的环

节多&过程复杂&患者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停留时

间长&与工作人员接触的频次多等'如果是新型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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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病毒携带者#检查过程中导致工作人员感染的概

率比较高'因此#在
GKO

检查的全流程中防御的重

点是要识别出具有病毒感染风险者#在检查过程中

对其实施严格管理#将工作人员和其他受检者发生

感染的概率降到最低'

在医院整体防御的框架下#医院感染科专家到

核医学科
GKO

分子影像中心现场评估后#给出了新

冠肺炎防控期间
GKO

检查过程中防护的指导性意

见'基于此#根据
GKO

检查流程)

!#$

*

!依次为$注射

前候诊&预约和接诊&病史采集&注射显像剂&注射

后候诊&

GKO

%

*O

或
GKO

%

JCQ

图像采集&采集后

等待&患者离开"#由检查流程中各个环节所涉及的

专业人员共同分析和讨论后#梳理出
GKO

检查流程

中需要重点防御的岗位和场所#包括接诊岗位&问

诊医生岗位&注射岗位和技术人员操作岗位以及注

射前候诊区&注射后休息室和接受患者检查的设备

机房等#针对这些岗位所涉及人员和区域特点#参

考相关文献)

%#T

*

#制定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核医

学科
GKO

检查防护方案!

!"!"E4&

"'随着新冠肺

炎防控形势的变化#我们将进行持续的更新与完善'

(

!

防控方案总则

!

&

"工作人员有任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疑似

症状&或与疑似患者有密切接触史#需经确认排除

新冠病毒感染后方能到岗'

!

!

"工作人员按照岗位要求佩戴不同级别的防

护口罩#并采取必要的其他防护措施(认真落实手

卫生的要求'

!

$

"根据预约患者的数量#在满足工作需求的

前提下#安排最少的工作人员到岗工作(在保障医

疗安全的前提下#安排错时&分散工作#将办公场所

工作人员的密集度降到最低'

!

%

"工作人员在岗位期间#原则上固定使用一

台计算机!或工作站"#避免或减少交叉使用#每日

到岗后即时使用过氧化氢湿纸巾对键盘和鼠标进

行消毒'

!

R

"避免或减少工作人员的聚集#彼此沟通以

电话或微信为主'

!

'

"各个工作场所通风开启到最大量#工作场

所定时消毒'

!

T

"要求并强调患者在候诊及检查全过程中佩

戴口罩'

!

,

"接收外购的放射性药物#需对其防护罐的

表面进行消毒后再使用'

GKO

检查不同流程的防护重点见图
&

'

图
(

!

!"#

检查不同流程的防护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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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患者分层及检查顺序

根据患者的流行病学史和临床症状#对其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风险进行评估#并在检查流程

单上标识组别#提醒检查流程中各个岗位的工作人

员予以重视'

!4&

!

普通患者组

!

&

"本地居民#本人及同居者
&%2

内无外地旅

行史&没有参加过群体性活动#如聚餐&集会等(无

发热&干咳&呼吸困难等呼吸道症状#以及腹泻等

不适'

!

!

"非本地居民#在本地已经隔离
&%2

#且满足

条件!

&

"的其他条件者'

!

$

"来自于周边非高发地区的居民#满足!

&

"的

其他条件#且从居住地到就诊医院没有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者'

!

%

"有发热&干咳等呼吸道症状#有确凿医学证

据排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

安排检查的顺序&每天的第一批'

!4!

!

潜在风险组

!

&

"本地居民#本人及同居者
&

周前有非疫区旅

行史&或参加过群体性活动#如聚餐&集会等(无发

热&干咳&呼吸困难等呼吸道症状#以及腹泻等不适'

!

!

"非高发地区的外地居民#在本地已经隔离

T2

#且满足条件!

&

"的其他条件'

!

$

"有发热&干咳等呼吸道症状#前期获得的医

学证据基本排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

安排检查的顺序&每天的第二批'

!4$

!

潜在高风险组

本地居民#本人或同居者
&

周内有外地旅行史&

或近期参加过群聚性会议&聚餐等活动(或来自于

非重点疫区的外地居民#无发热&干咳&呼吸困难等

呼吸道症状#以及腹泻等不适'

安排检查的顺序&建议观察
&%2

后再预约检

查#迫切需要检查&且评估结果为潜在感染风险较

低者#安排在每天的第三批'

!4%

!

高风险组

!

&

"

&%2

内有武汉市及周边地区#或其他疫区

旅行史或居住史'

!

!

"

&%2

内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核酸检测

阳性者"接触史'

!

$

"

&%2

内与来自于重点疫区的人有密切接触

史者'

安排检查的顺序&满足
&%2

隔离期后#重新预

约检查时间'

H

!

检查流程中的防护方案

!

&

"预约和问诊等待时#建议患者分散等候#大

间距排队等候#保持
&F

的距离!图
!

"'

!

!

"各组患者分批次注射&注射后候诊和图像

采集#各组间在时间上不交叉(注射后候诊区域!房

间"不交叉'

!

$

"普通患者注射后候诊#每个房间
#

!

人(潜

在!高"风险组每个房间
&

名患者候诊'

!

%

"普通患者全部&潜在!高"风险组每名患者

检查完成离开后对注射后候诊区和机房进行消毒'

图
$

!

保持
(:

距离的候诊区

I

!

不同岗位工作人员防护方案

%4&

!

重点防御岗位防护方案
!

重点防御岗位是指

与患者近距离接触机会较多的岗位#主要包括预约

接诊岗位&问诊医生岗位&注射护士岗位和技术人

员操作岗位'

!

&

"防护措施$工作人员需佩戴外科防护口罩

!问诊医师与患者面对面#技术人员摆放患者时会

贴近患者头部#佩戴防颗粒口罩"&医用帽&护目镜

和手套#穿隔离衣'

!

!

"接诊台人员的行为约束$

&

"充分利用现有

的玻璃屏蔽#通过麦克风与患者沟通(

!

"推荐以电

话预约或确认检查时间(

$

"监视并指导患者在注射

后休息室固定的区域候诊#不随意走动#不与他人

聚集'

!

$

"护士的行为约束$

&

"血糖测定时要隔室操

作#定时对血糖仪进行表面消毒#医疗废物妥善处

理(

!

"注射时做到每名患者一巾一带(

$

"等待注射

的患者间保持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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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术人员的行为约束$

&

"对患者的操作摆

位快速准确#尤其是摆放头部时(

!

"潜在!高"风险

组患者进行检查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适度保

持与患者间的距离(

$

"强调接触患者后#脱掉手套

后再进入操作室#即刻进行手消毒再进行后续操

作(

%

"杜绝戴接触患者的手套操作键盘&鼠标及接

触其他医疗文书(

R

"工作人员交接班时#使用自备

签字笔等文具#不交叉使用(

'

"离开操作台进入其

他区域时#需要脱掉隔离衣#尤其是饮水或进食时'

%4!

!

非重点防御岗位防护方案
!

非重点防御岗位

主要包括撰写诊断报告医师&跟机医师和单纯操作

设备的技术人员'

!

&

"撰写报告医师确保每个房间工作人员
#

!

人#每日固定位置&固定电脑和工作站#指导或请教

他人时要保持距离'

!

!

"跟机医师需要与患者沟通时#要保持距离&

做好防护'

!

$

"操作设备的技术员避免与负责摆放患者的

技术人员混岗&导致操作台面的污染'

J

!

重点区域的防护方案

!

&

"注射前候诊区$

&

"指导患者有序排队并保

持距离#原则上每名患者的陪同者
#

&

人#安排患者

及其陪同者分区&疏离候诊(

!

"定时进行物体表面

和空气消毒'

!

!

"注射后候诊区$

&

"进入该区域候诊的顺序

为普通患者组&潜在风险组#最后为潜在高风险组'

各组患者的进入时间和候诊区域均不交叉'

!

"常

规组每间候诊室
#

!

人'

$

"潜在!高"风险组#每名

患者一间候诊室'

%

"潜在!高"风险组患者离开后#

采用过氧化氢消毒湿纸巾对座椅表面进行消毒#之

后再对房间采用空气消毒液进行喷雾消毒#关闭门

&"F@A

后再给其他患者使用'

R

"每日常规进行空

气消毒&地面消毒和物件表面消毒'常规组患者每

$.

消毒
&

次#可根据患者的数量适当增加消毒

频次'

!

$

"检查机房$

&

"每名患者更换一次床单(

!

"潜

在!高"风险组患者检查后#即对空气进行消毒(

$

"

每日常规进行空气消毒&地面消毒和物件表面消毒'

!

%

"对患者行为的约束$

&

"对所提供的流行病

史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并签署承诺书(

!

"候诊和

检查过程中佩戴口罩(

$

"注射后候诊时#饮水时可

摘掉口罩#饮水后即刻佩戴(

%

"不讲话或者少讲话#

避免在公共区域停留#避免患者间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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