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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 新型冠状病毒，即“2019-nCoV”，因 2019 年武

汉病毒性肺炎病例而被发现，2020 年 1 月 12 日被世界卫

生组织命名 [1]。截止到 2020 年 2 月 10 日，全国确诊例数

40235 例 , 疑似 23589 例，死亡 909 例，治愈 3283 例 [2]。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尤为严峻，如何做

好医疗机构防护物资的储备发放，是保障防控工作顺利开

展的基础 [3]。本文通过制定医院防护物资应急预案，为医

院对物资消耗时间及储备周期提供了科学性决策支撑，也

为医院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同时也为其

他医院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参考意见。

1 防护物资管理面临的困难

1.1临床科室需求物资品项不清晰

作为一家综合性的医疗机构，职能部门繁多。根据医

院职能科室划分可分为内科、外科、医技、科研、党群、

行政及后勤等部门 [4]。各职能部门需求的防护物资品项

及防护等级未能在疫情防控的第一时间明确响应。例如 ：

N95 口罩和一次性外科医用口罩应分别用在哪些科室、疫

情防控相关度不同的科室应配备何种等级的防护服 [5]。需

求的防护物资品项不清晰易造成防护物资资源分配不均匀。

在全国各省市都面临严峻疫情的情况下，物资紧缺是共同

面临的难题，合理分配使用防护物资尤为重要。

1.2临床科室需求物资量不明确

医院无法掌握临床科室对于防护物资日消耗量，主要

因为临床科室对于防护物资需求人数无法确定。临床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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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涉及到本院医护工作人员、进修医生、规培学生及可

能需要防护用品的病人家属 [6]。医院管理层无法准确掌握

到各职能科室的人员信息，不能进行有效的日均消耗评估。

1.3 医院接收捐赠物资无统一安全使用指标

在防护物资短缺的情况下，医院会对外发出接受社会

捐赠的通知。社会捐赠的物资来自社会各界及海内外热心人

士，捐赠的防护物资可用于医用的防护等级、境外捐赠防护

物资安全指标是否达到国内医用物资安全标准尚需医院相

关部门进一步检验核实 [7]。在尚未核实的情况下，出于对医

护工作人员安全的考虑，捐赠物资不能用于防疫工作当中。

2  医院防护物资应急预案建立

2.1 建立防护物资应急预案管理小组

为了更好地做好新型冠状病毒防控物资的筹备工作，

真实的了解各项防护物资的消耗情况，为医院管理层提供

防护物资管理的决策支撑，成立了防护物资应急预案管理

小组，形成防护物资应急预案，见图 1[8]。管理小组涉及设

备物资部、国合办、、及保卫部。由设备物资部牵头，负责

所有防护物资的储备、调拨及发放。国合办负责接洽海外

捐赠及海外捐赠物资资质翻译。医院感染管理科负责检验

核实设备物资部临时采购及接受捐赠的防护物资安全标准

是否可用于临床防疫工作 [6]。保卫部负责应急预案能够稳

步、安全的进行。

2.2 调研临床需求品项及基数

应急预案管理小组应当调研临床科室所需物资品项

及数量，明确科室可以使用的防护物资品类及数量，见图

2[9]。例如 ：急诊、ICU 及 RICU 等重症抢救科室标配 N95 口

罩，其他职能部门防护用品配备一次性外科医用口罩即可满

足日常工作需求 [10]。结合临床科室统计实际工作人员，核

验临床反馈日均使用防护用品数量是否真实准确，见图 3。

2.3 医院形成防护物资的安全标准

医院感染管理科联合国合办，根据国内外对于防护用

品的安全标准，制定统一防护物资的安全标准 [11]。安全标

准可协助管理小组准确的判定购买及捐赠防护物资是否可

安全用于临床，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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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临床科室工作人员数量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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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医用防护物资安全标准
2.4 建立防护物资日均消耗评估标准

通过前期调研临床科室日均防护物资消耗，形成日均

消耗基数。每日盘点医院各项防护物资的实时库存，且盘

点经医院感染管理科核实后可用于临床医用的防护物资结

存。预判剩余防护物资可支撑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工作的周

期，为防护物资的储备工作，提供决策支撑，见图 5[12]。

3  应用效果

医用防护物资应急预案应用，实现了医用防护物资的

科学的、有效的及合理使用，为医用防护物资的储备起到

了重要的指导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3.1 强化防护物资统筹调配

通过调研临床科室对于防护物资的日均消耗基数及人

员配置情况，医院管理部门可根据轻重缓急情况 , 统筹调

配重点物资。医院防护物资优先保证重点科室使用。避免

图1 防护物资应急预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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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科室防护物资存量过大，确保防护物资得到合理分

配 [13]。临床科室物资缺货频率应急预案实施前缺货 23 次，

应急预案实施后，缺货次数降低到 2 次。应急预案实施后，

临床科室物资日均缺货率降低 91.3%。

3.2 强化重点物资采购

应急预案的应用，实现对于临床科室日均防护物资的

消耗监管，可监测到防护物资当中亟需物资的实时消耗。

医院采购部门可以提前采买物资，同时可以广开渠道，运

用大型医药企业资源渠道跨境购买，加大国内外医用口罩、

医用防护服、护目镜等重点物资的采购力度 [14]。应急预案

实施后，采买到货时间由原来的 12 天降低到 6 天，采买周

期也大幅度缩短，避免采买环节因物流问题影响物资到货

时间。

3.3 强化疫情防控阻击战

应急预案实施是对防护物资科学化管理手段的体现，

及时掌握工作动态和防控应急物资生产、调度、储备情况。

确保疫情防控应急物资供应保障工作有序进行。应急物资

分发给防控一线的医护人员，最大限度发挥应急物资的积

极作用，确保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开展 [15]。

4  结论

医用防护物资应急预案的应用，为打赢这场“防疫硬

仗”做好防护物资基础保障，全力保障防控应急物资的供

应。医院可以实现依法防控、科学防控、联防联控，多渠道、

多方式加强防控物资，统一调度，第一时间把防护物资分

配到疫情防控一线，更好保障医护人员的安全使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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