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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综合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病区护理管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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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总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综合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病区的护理管理实践#主要包括组织全

科医护人员认真学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防控知识%应急预案%制度流程#重点加强物资管控%个人防护及

病区清洁消毒%患者收治及健康宣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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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文献标志码! C

%% !"&' 年 &! 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陆续发现

了多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随着病情的蔓延#

我国其他地区及境外也相继发现了此类病

例(& *!)

& 面对严峻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形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作为疫情防控重

点科室#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按照医院的总体安

排#强化管理#认真组织学习防控知识%应急预案%

制度流程#重点加强物资管控%个人防护及病区清

洁消毒%患者收治及健康宣教等管理工作#取得了

初步成效& 现将具体管理措施介绍如下&

!"全面培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知识

及应急预案

为提高医院医务人员对就诊患者发生不明原

因肺炎的警惕性和防控意识#做好不明原因肺炎

个案和聚集性病例的早发现%早隔离%早诊断%早

报告%早治疗& 医院参考*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

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人感染禽流感%中东

呼吸综合征病例%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等文件#制

定并下发*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诊治和防控工

作的通知+#科室乃至全院立即全面开启相关培

训工作& 科主任于每日晨会时为全科人员介绍疾

病相关知识#要求全科医护人员提高警惕%注意排

查#并持续为全院职工解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与此同

时#科室全体人员认真学习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并按照医

院制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应急预

案!试行"+%*放射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绿

色通道检查应急预案流程!试行"+%*门诊和住院

患者就诊流程+%*住院患者及家属全面排查处理

流程+%*住院可疑患者处理流程+%*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防控操作流程十八项+等内容#科室认真

组织多次学习#由医务科%护理部%医院感染科再

次进行强化培训后实施考核#真正做到人人掌握%

人人考核合格#力求全科人员牢固掌握疾病相关

知识和防控知识#确保面对疑似患者能够及时%迅

速%高效%有序地处理#保障医疗质量和安全&

#"严格防护物资管控

医院将防护物资定位为,战略装备-#全院统

筹调配#优先保证负压病房%隔离病房%发热门诊%

高风险科室的物资供给& 申请的防护用品需先经

医院感染科和护理部审核%院领导签字后交设备

科发放#确保有限资源能高效利用& 科室全面盘

点现有防护物品库存现状#专人管理#每班发放签

字留存#每日统计防护用品和消毒用物消耗量并

于下午 ) 时前填写报送护理部& 科室根据实际工

作量实行弹性排班#减少由于排班不当引起的物

资消耗#切实做到对防护物资的精准管控%动态

调整&

$"加强个人防护及病区清洁消毒

各科室严格按照医院规定#进行消毒隔离制

度全员培训!医生%护士%保洁工人"#提升疫情防

控能力#有效阻断院内传染源的传播和交叉感染#

实现,门诊零漏过%患者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

染-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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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医护人员个人防护

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保障工作安

全性#医护人员应提高个人防护意识#在工作过程

中按规定落实个人防护措施#根据*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防控中常见医用防护用品使用范围

指引!试行"+

($)结合科室特点及涉及的诊疗%护

理操作#应做到以下几点$

!

医务人员进行常规护

理及查房时#穿工作服%佩戴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及帽子& 尽量减少雾化%无创通气%支气管镜检

查%肺功能检查等可能发生气溶胶喷溅的高风险

治疗及护理操作#若无法避免应采取空气隔离措

施 #并根据需要佩戴 %'+ 口罩%护目镜或防护面

屏%乳胶手套#穿隔离衣%鞋套&

"

手卫生对切断

传播途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诊疗过程中注

意加强洗手和手消毒#未发现明显污染物时可以

使用速干手消毒剂#接触患者血液%唾液或痰液等

体液后#应立即严格按照*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

!5D92$&$$!"&'"+

())的要求执行&

#

加强医务

人员的健康监测#每日测量体温并登记#出现发

热%咳嗽等症状及时排查#减少病毒传播风险&

$$!%加强病区清洁消毒管理

疫情发生后#医院成立由科主任9护士长*医

院感染监测员*医生护士的三级防控体系#结合

科室实际细化流程#抓准关键点和薄弱环节$

!

室

内空气消毒是有效阻断呼吸道传染病传播的有力

措施(+)

& 为避免交叉感染#全院关闭中央空调设

备& 科室按规定要求病房内定时开窗通风换气#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每日通风 ! 次#每次不少于

$" ?)*#同时按照相对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

划分#每日用循环风空气消毒机消毒 ! 次#每次

& 4#并做好记录&

"

为避免接触传播#科室按照

*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规范+

(#)要

求对病区环境表面实施严格消毒& 每日由保洁工

人使用 & """ ?+9E含氯消制剂喷洒地面%墙壁

等#作用 $" ?)* 后分区擦拭% 拖地& 常用仪器设

备如心电监护仪%无创呼吸机%微量泵%输液泵等

由专人管理并定期消毒& 医务人员高频接触部位

如计算机键盘%病历架%治疗车等采用 (+F酒精

擦拭消毒并记录&

%"做好患者收治及排查

为减少病房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发生及传

播的风险#同时减轻工作人员压力#科室病房内取

消所有加床#严格控制患者总数& 原则上所有发

热或 &) 1内有流行病学接触史的患者首先由发

热门诊排除#经确认不属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

收入科室& 但由于疾病症状不典型#可能因鉴别

困难导致疏漏#因此针对疾病特点科室制作了一

份详细的住院患者采集流行病学史标准化沟通模

板& 对于新入患者#首先由办公室护士测量生命

体征并简单询问患者及家属有无疫源地接触史%

外出史及发热%咳嗽等症状#确认无误后通知主治

医师并办理入院#由主治医师应用标准化沟通模

板再次对患者及家属进行排查& 值班护士对于电

话预约的患者#同样应询问有无流行病学接触史

及相关症状#并向患者建议若非急症尽量避免住

院治疗&

&"落实患者及家属宣教

医院在保障患者安全和尽量满足其心身需求

的前提下#应制定并严格执行家属探视限制制

度(()

& 根据医院规定#科室拟定了新入患者疫情

防控告知书#实行严格的定时定员探视陪护制度#

在患者入院时进行宣教#患者及家属知晓并接受

后签字留存& 要求每名患者最多留 & 名陪护#陪

护要求相对固定#尽量减少其他人员对患者的探

视#患者及陪护进出医院时凭医院印发的出入证

进入& 患者及陪护人员应做好手卫生和个人防

护#要求在病区内必须佩戴好口罩并主动配合进

流行病学史调查#使用过的口罩需及时弃于黄色

医疗垃圾桶内#责任护士应每天对所管床位的患

者#尤其是新入患者及家属进行宣教#指导其掌握

正确佩戴口罩和洗手等相关预防措施#尽量采用

纸质%微信%视频等方式进行#减少直接接触& 患

者住院期间不离开病房#不请假外出#护士每天用

体温枪对所有患者及陪护进行体温筛查#如果体

温,$($! G#则立即使用水银体温计复测#如有

发热立即报告主管医生及护士长&

'"加强人文关怀"关注医护人员身心健康

疫情期间临床医护人员工作压力剧增#持续

的应激状态会导致不同程度的各种心身反应发

生#如不及时识别和干预#会对医护人员的身体健

康带来不利影响& 医院及科室积极采取措施#安

排 & 名身心医学科医生提供心理热线服务#为疫

情期间出现心理困扰的本院职工提供多种形式的

心理咨询& 科主任和护士长随时了解科室人员心

理动态和面临的困难#给予精神支持%鼓励%关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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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慰问#同时要合理调配人力资源#避免工作负荷

过重造成医务人员过度疲劳#影响身心健康&

("小结

疫情期间#相比其他普通科室#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面临的风险和责任更加重大#因此需要不

断强化管理#将每一个环节做到制度化%规范化%

精细化#全面落实科室医护人员的培训考核#严格

患者的收治和健康宣教#同时也要关注医护人员

的身心健康#为全面抗击疫情提供有力的保障&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本文无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截至 ! 月 && 日 !) 时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HC9AE)$!!"!" *"!

*&!"(!"!" *"$ *&!)$4..8$99:::$*47$+"I$7*9

<7(9=J,K1.9!"!""!9$'+,"(+0+,$0)&&,-"$$+(##7#+L

")-($(4.?#$

(!)%3MH%%D# NMAO6# @A%PQ# /.0#$H8)1/?)"R

#"+)70#0*1 7#)*)70#740'07./')(.)7(",'' 70(/(",!"&'

*"I/#7"'"*0I)'&(8*/&?"*)0)* 5&40*# 34)*0$ 01/R

(7')8.)I/(.&1= (S)$E0*7/.# !"!"# $'+ ! &"!!$ "$

+"( *+&$$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中常见医

用防护用品使用范围指引 !试行"的通知 (HC9

AE)$!!"!" *"& *!#" (!"!" *"! *&))$4..8$99

:::$*47$+"I$7*9=;=+>9((#+'9!"!""&9/(&7+1/'!+

0#)/0,L/&7/('"1/L0L+7#$(4.?#$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5D92$&$

*!"&'(D9AE)$!!"&' *&& *!#" (!"!" *"! *

&))$4..8$99:::$*47$+"I$7*9,;(9((-+!19!"&'&!9

("-+(0)-$'--)(!+-/1)()771+#$70/7$(4.?#$

(+)%APONB# @-TC*HED3MTMT5-6# CHBPHBS#

/.0#$T)'L"'*/L07./')0#7"*.0?)*0.)"* 1&')*+ "'.4"R

8/1)7(&'+/'=$ 0'0*1"?);/1 7"*.'"##/1 8)#"..')0#(S)$

S3#)* T*/(.4# !"&(# $-$ &#" *&#)$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

管理规范 5D92+&!/!"&#(S9AE)$!!"&# *&! *

!("(!"!" *"! *&))$4..8$99:::$*47$+"I$7*9

,;(9((-+!19!"&("&9L&&711)(/+#!)1#'-,"1&,$/!+/"

7'L-$(4.?#$

(()%李舍予# 黄文治# 廖雪莲# 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医院内防控的华西紧急推荐(S9AE)$中国循证医

学杂志$!!"!" *"! *"+"(!"!" *"! *&+)$4..8$99

K*($7*K)$*/.9K7?(91/.0)#9+&$&#+#$'$!"!""!")$

&#)"$"")$4.?#$

!本文编辑$黄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