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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起自湖北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目前已波及全国，全体医

务工作者奋战在一线，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战役中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临床经验资料显示影像学

检查，尤其是胸部 CT 对 COVID-19 的诊断和疗效评估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4]。因此，CT 检查室成为直接接诊患

者的高危场地，CT 技师和护士也成为具有潜在感染风险

的高危医护人群。为保证患者及时顺利的检查，减少患者

滞留时间，避免 CT 检查中患者之间、医患之间、医护之

间的交叉感染，防患于未然，我们结合相关文献以及在防

控工作中的体会，对 COVID-19 期间 CT 室的防控隔离措

施进行总结，以供大家参考。

1  迅速成立放射科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突发 COVID-19 疫情，放射科作为一线科室，科主任

应组织牵头，立即成立科室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并自任组

长，统一下达院里的各项指令，协调与各科室之间的协作，

全面领导部署科室的疫情防控工作。副主任任副组长，明

确部署各组组长的职责任务并进行统筹协调。CT 医技护

各组组长、住院总、耗材申领库管等人应为领导小组主要

成员。CT 医生组长应随时进行最新 COVID-19 影像学表

现的学习，尤其是胸部 CT 的特征性影像表现的识别，并

及时领导各级医生进行实时交流培训 ；CT 技师长应掌握

COVID-19 胸部 CT 的扫描规范和参数设置，尤其要学习掌

握 CT 各检查室和操作间的消毒防护知识，严格落实指导

在岗技师定时定点定量消毒 ；CT 护理组长（通常兼任感控

员）须及时通报感控办工作指示，与 CT 技师长积极配合，

指导技师和护士对 CT 各室进行严格消毒并记录 ；耗材申

领库管在疫情期间的工作非常重要，应指派专人积极申领

防护服、口罩、酒精、消毒水等耗材，同时合理安排下发，

严格做好出入登记，统筹协调感控物资供应。

2  规范CT工作人员的防护等级和配置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第三

版）[5] 附件 5 中关于特定人群防护指南，放射科密切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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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年12月以来，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主，波及全国各地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胸部CT检查是COVID-19感染病例诊疗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为保证患者及时顺利的检查、

减少患者滞留时间、避免CT检查中患者之间、医患之间、医护之间的交叉感染，本文结合CT室的特点，提出疫情期间CT
室感控防护方案的一些建议，以期为COVID-19的防控带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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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患者的工作人员包括登记室接待人员、CT 室摆

位护理人员和操作技师，需进行严格的二级防护 ：穿戴一

次性工作帽、护目镜或面罩（防雾型）、医用外科口罩（N95

口罩）、防护服或隔离衣、一次性乳胶手套和一次性鞋套，

严格执行手卫生。其他 CT 检查室以及不接触患者的医生

采用一级防护标准：穿戴一次性工作帽、一次性外科口罩（戴

N95 防护口罩）、隔离衣（预检分诊必要时穿一次性隔离衣），

必要时戴一次性乳胶手套，严格执行手卫生。禁止其他无

关人员进出 CT 操作间和检查室。对非一次性防护用品的

使用（如护目镜，防护面罩等），要定时严格消毒 ：用清水

冲洗干净，酒精擦拭消毒。

3  制定CT室工作人员操作流程

按照感控要求，发热患者应有专门的 CT 扫描仪检查，

若无条件专机专用，则应提高消毒防护措施。发热门诊专

用 CT 工作流程 ：工作人员走清洁通道到达 CT 室清洁区，

进行手卫生，依次穿戴防护用品，进入污染区，进入发热

门诊专用 CT 工作，并定时消毒，若遇到特殊情况立即消

毒。非发热门诊 CT 工作流程 ：工作人员走清洁通道到达

CT 室清洁区，进行手卫生，依次穿戴防护用品，进入污染

区，进入非发热门诊专用 CT 工作，建议和发热门诊进行

沟通对发热患者实行预约制，定时进行检查，检查完后统

一消毒再进行其他病人的检查，并定时消毒，若遇到疑似

病例等特殊情况立即消毒。工作人员穿戴好防护用品（图

1~2 穿戴 / 脱防护用品流程）进入操作室，首先对 CT 操作

室和检查室进行空气消毒、物表擦拭消毒和地面消毒，之

后再开机工作。每一患者扫描结束后进行严格的设备、物表、

地面和空气消毒，再进行下一位患者的检查。并设立严格

的发热病人通道，若无条件，则建议对发热门诊以及病房

疑似和确诊患者进行预约制分时段集中检查，并严格执行

消毒。对疑似 COVID-19 患者设置专用扫描序列，采用螺

旋扫描，开启管电流自动毫安控制系统，管电压可以进行

个体化设置，准直器设置为最薄 0.5~1.5 mm，宽度根据机

器选用最宽探测器单元，螺距建议选择 1~1.5，旋转时间建

议大于 0.5 s，重建层厚为 0.5~1.5 mm 分别重建纵隔窗和肺

窗锐利函数重建，以提供最佳的图像质量 [6-7]。

4  CT室的消毒隔离措施

地面及可耐腐蚀的物品采用 500~1000 mg/L 含氯消毒

剂（84 消毒液）擦拭或喷洒 2 次 / 日 ；发热患者检查后及

时消毒。并对拖把进行严格管理和区分，分污染区拖把（机

房），半污染区拖把（控制室），清洁区拖把（值班室），并

按对应的桶用 84 消毒液 500~1000 mg/L 浸泡消毒 [8-10]。不

耐腐蚀的设备采用 75% 酒精擦拭消毒。CT 室物表，尤其

要注意操作键盘、鼠标、操作台面、电动门遥控器、门把

手、照明灯开关、独立空调的开关、CT 机架升降按键等不

规则物表消毒，定时采用专用一次性消毒湿巾（或酒精擦

拭）擦拭死角，避免直接对机架或设备表面进行喷雾。对

CT 室空气的消毒主要采用紫外线灯消毒（无人时）：每天定

时进行早中晚 3 次消毒，每次至少 30 min[8-10]。根据要求机

房面积 30 m2 以上 [11-12]，可以根据机房面积大小选配备 2 台

以上紫外线灯车，两个紫外线灯之间的距离要超过 3~4 m。

紫外线消毒时要关闭门窗，柜门、抽屉全部打开。消毒的

机房不能有死角，比如机架背后。使用紫外线灯时应注意 ：

灯管的清洁，有灰尘或污渍时应随时擦净以免影响消毒效

果 ；每次使用时要记录紫外线灯使用时间，超过 1000 h 要

更换灯管 ；定期检测紫外线灯强度。有条件的医院可以配

空气消毒机消毒，每次 2 h，也可搭配紫外线灯进行消毒。

5  疑似患者上报流程

疫情期间，所有胸部 CT 的检查报告都应按照急诊

报告处理，应于 20~30 min 内出具报告。对于高度疑似

COVID-19 病例，应于 0.5 h 内通知临床医师，同时上报医

院感控科。再由感控科上报院机关，由医院组织专家会诊，

结合核酸检测结果，明确诊断或高度疑似的患者，转至定

点医院治疗或指定地点隔离治疗。CT 疑似 COVID-19 患者

的影像判断标准 ：常见 CT 表现两肺有多发斑片状磨玻璃

阴影、实变影，多沿支气管血管束和胸膜下分布为主，其

间可见增粗的血管影，表现为细网格状影，呈“铺路石征”。

也可以表现为极为淡薄的磨玻璃阴影，小血管周围有局限

性磨玻璃阴影。病变进展期肺内则表现为磨玻璃阴影、实变、

结节等多种性质病变共存，以肺中外带和胸膜下、肺底分

布为主，可有纤维化病灶存在。实变阴影内常见空气支气

管征、细支气管管壁有增厚，纤维化病灶则表现为局部肺

纹理增粗、扭曲，其内支气管管壁呈柱状，邻近胸膜或叶

间胸膜增厚，有少量胸腔积液，无明显淋巴结肿大 [6]。

6  CT室医疗废物的管理

患者使用的废弃物包括一次性床单，工作人员脱掉的

图1 穿戴防护用品流程              图2 脱防护用品流程



中国医疗设备 2020年第35卷 03期  VOL.35 No.03 7

专   论FEATURES

防护服、手套、口罩、帽子等防护用品应视为感染性医疗

废物，应放至专用医疗垃圾桶内，然后双层封扎，标示清楚，

密闭转运。严格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和《医疗卫生

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执行。

7  提升自我防护意识和心理健康指导

为尽快提高我院工作人员对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防

控，诊疗能力，规范自我防护水平，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

专科培训，采取网络线上培训。培训的所有人员可在中国

继续教育网，好医生网或华医网进行学习并参加考核。科

室可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每日学习内容，并以签到形式

回馈给科室，由科室每天下午 16:00 通过医院防控群向防

疫办公室上报学习内容及学习情况。医护人员心理护理的

指导建议 ：面对此次疫情，医技护人员积极报名奋斗在抗

击疫情的一线岗位，但她们都还年轻，心理负担重，为减

轻心理负担我们采取避免长时间工作，适当安排排班，脱

离医院环境，补充一线工作人员营养，就地做一些伸展运

动，适当播放舒缓的音乐，及时和家人电话沟通的形式缓

解大家的心理负担。科室主任每天都会在群里发最新的冠

状病毒防空的知识及方法，让各组长及护士长传达给每一

个组员。不断制定各种流程，主任每日了解值班人员的工

作情况及生活上的困难，及时与医院各部门沟通解决，合

理安排各岗位上班时间，从而降低一线人员的焦虑及后顾

之忧，全科人员齐心协力，做好一线人员的后勤保障工作。

患者的心理护理 ：疫情之下，很多人产生了焦虑，恐慌等

不良情绪，为应对患者产生的过激应急情绪，我们也制定

了一些方案，供大家参考。首先，疏导患者悲伤、恐惧等

不良情绪，鼓励患者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坚定治疗的信

心，促使患者积极配合治疗，发挥我们国际一流的医护水平，

让患者产生肯定治愈的决心 ；其次，利用通讯、网络等技

术手段联络患者亲人、好友、同事等促使患者获得鼓励和

支持 ；最后，通过专业手段方式进行心理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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