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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作为新发传染病,我国已将其纳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传染病防控管理。在

综合医院应对疫情防控工作中,门诊是首要关卡。该文总结了某二级综合医院门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防控工作部署和管理经验,
旨在为类似医疗机构门诊及基层医院疫情防控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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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is
 

a
 

new
 

infectious
 

disease.
 

China
 

has
 

enrolled
 

COVID-19
 

in
 

class
 

B
 

infec-
tious

 

diseases,
 

an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anagement
 

of
 

class
 

A
 

infectious
 

diseases
 

has
 

been
 

adopted.
 

Outpatient
 

department
 

is
 

the
 

primary
 

level
 

of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general
 

hospitals.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
 

of
 

deploy-
ment

 

and
 

management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in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a
 

second-class
 

hospital,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outpatients
 

in
 

similar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primary
 

health
 

care
 

insti-
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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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陆续发现多例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随后,国内其他地区和部分

国家也相继出现此类病例。2020年1月12日,世界

卫生组织(WHO)正式将造成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状病

毒命名为2019-nCoV(2019新型冠状病毒)[1],1月20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2019-nCoV感染的肺炎

(简称新冠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传染病的

预防、控制措施[2]。全国抗疫工作已初见成效,新增

确诊人数大幅下降,多地逐渐降低应急响应级别。医

院门诊是患者就诊的第一通道,人群密集,因此也是

病毒传播的高危区域。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加强门诊

防控管理至关重要。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人民医

院为二级甲等综合医院,也是该县新冠肺炎患者唯一

定点收治医院,年门诊量42万人,向下辐射乡镇卫生

院和村卫生室,向上与三级医院对接,承担了该县医

疗救治的重任。根据《医疗机构传染病预检分诊管理

办法》,为避免患者就医时发生交叉感染的风险,该院

于2020年1月22日新设独立的预检分诊处,位于该

院门诊前广场,并实行医护人员24
 

h值班制,专人专

岗。截止2020年3月6日,该县仅确诊1例新冠肺炎

患者且已治愈出院。现将疫情期间当涂县人民医院

防控工作汇总如下,旨在为其他医疗机构门诊及基层

医院防疫工作提供参考。
1 门诊各区域严格组织管理

  

1.1 出入口管理 (1)关闭医院3个出入口中的北

门、南门出入口,只开放西门(正门)出入口,并实行1
个入口和1个出口通道的封闭式管理模式,严格管理

进出人群;(2)西门入口处设立初次入院体温监测点,
由身穿标准隔离服的工作人员使用红外线测温仪进

行体温测量,凡进入医院的人员(包括就诊患者、陪护

人员、医院工作人员)一律进行初次体温测量;(3)所
有就诊患者经初次体温测量后,无论体温是否正常,
都前往预检分诊处进行二次体温测量;(4)医院入口

处设立醒目、清晰的引导标识语;(5)西门监测人员、
安保人员实行24

 

h轮班制;(6)发热门诊的设立相互

隔离分开的2个通道,医务人员专用通道位于北侧并

设缓冲区,发热患者通道位于南侧;(7)维持就诊人员

有序前行,提倡走楼梯通行;(8)新增地标指引箭头,
引导患者正确就医。
1.2 预检分诊处 (1)于门诊前广场设立预检分诊

处,位置独立,便于转运,通风良好,标识醒目且清晰;
(2)实行24

 

h值班制,专人专岗,每日做好物品交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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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3)配备一次性医用口罩、体温计、快速手消毒液、
病历本、发热患者预检分诊登记本等;(4)医护人员按

照国家相关文件要求和医护人员个人防护标准[3-4],
根据实际情况,穿着工作服、一次性隔离衣、外科口

罩、一次性工作帽、一次性乳胶手套、鞋套等;(5)使用

红外线测温仪监测所有患者体温,必要时使用水银体

温计再次精确测量;(6)所有就诊患者必须于预检分

诊处测量体温,体温正常者发放病历本,由医护人员

在病历本首页记录体温测量结果,患者凭病历本方可

挂号就诊。若患者体温大于或等于37.2
 

℃,则由专

人带领患者前往发热门诊,且医护人员在发热患者登

记本上记录该患者基本信息;(7)对未佩戴口罩的患

者发放一次性医用口罩,若发现口罩佩戴不正确者,
给予纠正,使其正确佩戴口罩。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该

院门诊患者就诊流程见图1。

图1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该院门诊就诊流程

1.3 门诊内科及外科诊疗室 (1)门诊排队等候要

求间隔1.5
 

m,实施限流、分区;(2)维持就诊患者有序

前行,提倡走楼梯通行;(3)根据国家相关文件要求和

科室实际情况,医护人员穿着工作服、一次性隔离衣、
一次性圆帽、一次性外科口罩,必要时戴一次性乳胶

手套;(4)诊疗室每日清洁、消毒,开窗通风,加强空气

对流;(5)诊疗室门口等候区由护士进行二次分诊,避
免患者聚集,确保"一医一患一诊室"。
1.4 门诊其他诊疗室 (1)因五官科、口腔科诊疗工

作交叉感染风险较高,已全面停诊,仅限于接诊急诊

患者,如头面部外伤、咽喉部异物、颌面部间隙感染

等;(2)康复医学科、康复治疗大厅和针灸推拿门诊患

者聚集程度高,为避免交叉感染,暂时停诊;(3)普通、
无痛内镜和喉镜检查停止预约,仅接诊消化道、喉部

异物等急症患者,暂停13C呼气试验检测;(5)除停诊

诊疗室外,其他门诊(含儿科)常规开诊,具体防控要

求与内、外科诊疗室一致;(6)门诊儿科诊疗室除执行

上述防控要求外,严格执行三级询问筛查,即:预检分

诊处、诊疗区二次分诊、门诊儿科诊疗室。
1.5 发热门诊 (1)增加诊疗室数量,并分为特殊诊

疗室和普通诊疗室,特殊诊疗室用于接诊新冠肺炎可

能性较大的患者,普通诊疗室用于接诊新冠肺炎可能

性较小的患者,并在不同诊疗室门口设醒目标志;(2)
医护人员做好防护,穿着工作服、一次性隔离衣、一次

性圆帽、一次性外科口罩、护目镜、防护面罩、一次性

乳胶手套、一次性鞋套;(3)诊疗室每日清洁、消毒,开
窗通风,加强空气对流;(4)做好发热门诊登记、留观

工作,采用马鞍山市"数字疫控"发热门诊管理系统,
详细记录所有患者相关信息;(5)独立增设24

 

h自助

挂号机、收费处和药房,缩短患者就诊时间;(6)发热

患者血常规检查均在急诊科检验室完成,影像学检

查,包括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胸片,均以绿色通道

方式优先检查;(7)采用信息化系统,实行医院与社区

闭环管理;(8)所有就诊患者返家后居家隔离2周,如
有不适及时就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该院发热门诊

就诊流程见图2。

图2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该院发热门诊就诊流程

2 门诊各区域环境及物品消毒管理

  (1)门诊区域严格按照最新版本《医院感染预防

与控制标准操作规程》《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

毒管理规范》《医院空气净化管理规范》《医疗废物管

理条例》等的要求,开展门诊普通诊间、公共区域、设
备设施等的清洁消毒工作;(2)每次消毒后详细登记,
包括执行时间和执行人,由各科护士长监督落实情

况;(3)由院领导带队,指导隔离病房、留观病房清洁

与消毒防控工作,发动全院志愿者每日开展感染科清

洁与消毒工作。
3 严格管理就诊患者排查工作

  

3.1 加强流行病史询问 所有入院就诊患者均询问

流行病史:(1)发病前14
 

d内有无湖北旅居史、湖北人

员接触史;(2)近期是否与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有接触

史;(3)所在小区、村户有无新冠肺炎确诊患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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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规范发热门诊转移 (1)预检分诊与发热门诊,
在诊疗流程上有效衔接;(2)预检分诊处筛查出的需

转移至发热门诊的患者,应由专人陪同,并按照指定

路线前往发热门诊;(3)指定路线的划定遵从室外距

离最短、接触人员最少的原则。
3.3 完善实验室检查 为进一步排查,避免漏诊可

疑患者,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均进行血常规、C反应

蛋白和胸部CT检查:(1)来自湖北或有确诊病例的社

区;(2)曾接触来自湖北或有确诊病例社区的人;(3)
无流行病学史,但与发热或咳嗽患者有接触史;(4)有
检查意愿。
3.4 落实闭环管理制度 (1)经门诊检查排除新冠

肺炎,诊断为其他疾病的患者,通过马鞍山市"数字疫

控"发热门诊管理系统,及时将信息传送至社区,由社

区落实监管工作。如社区通过监管发现患者有异常

变化,再次安排至发热门诊进行排查;(2)经门诊检查

初步判断为新冠肺炎的患者,立即安排院内专家会

诊,进行核酸检测,同时给予积极对症治疗;如经专家

会诊及核酸检测排除新冠肺炎,则给予患者相应治疗

并进入社区监管;(3)对于核酸检测为阴性,但临床不

能排除新冠肺炎的患者,应继续留院观察,隔日再行

核酸检测;(4)2次核酸检测为阴性、符合解除留观的

患者,在发热门诊管理系统中进行登记,并进入社区

监管。
3.5 新增收住院的管理条例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

一律收住院(自离开疫区到发病21
 

d内):(1)来自湖

北省或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社区的发热、咳嗽、肺炎

患者;(2)与来自湖北省或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社区

的确诊患者有接触的发热患者;(3)与来自湖北省或

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社区的健康者有接触的肺炎患

者;(4)无流行病史但临床考虑病毒性肺炎的患者。
上述患者收入院前须与病区值班医师联系。
4 加强患者宣教内容

  (1)医院官网发布《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

期间告患者及家属书》,引导患者正确就医;(2)门诊

大厅大屏幕滚动播放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包括如何正

确佩戴医用口罩、标准的七步洗手法、食品安全、居家

隔离等[6];(3)门诊各诊室候诊区张贴宣传画、设立告

示栏,向患者普及新冠肺炎预防知识;(4)医院住院

部、门诊部各区域外围宣传栏内张贴新冠肺炎防控宣

传材料;(6)向所有就诊患者免费发放医院制作的新

冠肺炎防控宣传手册。
5 合理组织和管理工作人员

  

5.1 掌握人员动态 (1)疫情防控期间,如有职工亲

属从外地返家,并于职工一起居住,必须到院办室报

备;(2)所有工作人员每日实时自测体温,每天上报体

温和身体状况;(3)1月24日开始,对所有门诊工作人

员进行摸排,制作摸排登记表,如有湖北接触史(湖北

地区往来史、与湖北地区人员接触史),务必登记报

备。
5.2 灵活调整班制 (1)春节期间,全体工作人员取

消春节假期,随时待命;(2)从停诊科室抽调医护人员

承担预检分诊及发热门诊工作;(3)根据年龄、工作经

验、健康情况,从全院医护人员中抽调部分医生、护
士,分批次承担普通门诊、发热门诊工作;(4)成立本

院第一应急分队、第二应急分队,随时处理疫情期间

可能发生的紧急事件;(5)向全院各科室征集志愿者,
支援发热门诊工作,缓解发热门诊人力资源不足的情

况。
5.3 多形式开展培训 (1)要求门诊医护人员上岗

前必须学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解

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院感防控培训》;(2)登
陆"好医生"或"华医网"网络平台,学习新冠肺炎诊疗

方案,完成考核且合格;(3)参加继续教育中心举办的

防控知识在线培训和考核;(4)培训门诊医护人员学

习正确的穿脱防护用品、戴医用防护口罩等操作,严
格落实手卫生[7];(5)开展应急演练,要求门诊工作人

员全部参与;(6)对于门诊的保洁人员、护工等,由相

应的管理团队进行知识培训,落实手卫生、清洁消毒、
医疗垃圾处理等工作的监督执行工作。
5.4 加强医护人员人文关怀 (1)对坚守岗位的医

护人员做好心理疏导,对在家隔离的人员加强安抚;
(2)合理安排班次,调配其他科室人员到门诊工作,避
免门诊医护人员过度疲乏;(3)食堂提高膳食营养,餐
食单独打包,增强医院工作人员抵抗力和免疫力。
6 小  结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该院高度重视,发动

全院力量,坚守不同岗位,齐心协力抗疫。通过对门

诊各区域实行科学、合理、严格的管理措施,加强就诊

患者排查工作,避免漏诊、误诊,严格落实清洁、消毒

措施,加强防控知识宣传力度,灵活调配医护人员工

作,重视医护人员身心健康,同时采用信息化系统,实
行医院与社区闭环管理,整体防控工作取得良好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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