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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病房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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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NCP）传染性极强，严

重危害人类健康。新冠肺炎临床分为轻型、普通型、重型和危重型，危重型的成功救治是减

少疾病死亡率的重要因素，重症监护病房是危重症患者救治的主要场所。重症监护病房除了

最大化救治患者外，绝对避免医护人员交叉感染也尤其重要。为此，我们制定了详细的应对

管理策略，包括组建核心小组、规范诊疗流程、加强人员管理、多模式培训考核、统筹调配

防护物资等内容，旨在为相关重症监护病房制定应对策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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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NCP) is highly infectious and seriously harmful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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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health.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NCP, it can be classified into mild, 

moderate, severe and critical ones. The treatment for critical case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reducing the mortality rate of the disease and is always dependent o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The ICU therapy strategies involve not only curing the critical cases, but also avoiding cross 

infection in the same ward. Therefore, we have formulated detailed response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core groups, standardization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rocess, strengthening personnel management, multimodal training assessment, and overall 

allocation of protection materials. We hope the strategie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ICUs. 

KEY WORDS：intensive care unit; 2019-nCov; management 

 

2019 年 12 月以来，在湖北省武汉市发现多例新型冠状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感染的肺炎患者，此后很快蔓延成全国性的呼吸道传染病疫情[1-3]。截止目前，

关于 2019-nCoV 的来源、传播途径、潜伏期和感染后疾病的严重程度等并未完全清楚，而

且尚无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尚处在高峰期，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是陕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第一梯队省级定点综合医院，承担对各类型新冠肺炎患者的治

疗和护理，包括轻型、普通型、重型和危重型[4]。危重型患者死亡率高，救治往往依赖于重

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 ICU）的强有力支持。因此，危重型患者的成功救治是减少

新冠肺炎死亡率的关键。 

然而，在本次疫情中，ICU 除了最大化救治病人，更重要的是要绝对避免医护人员交叉

感染。一方面，病房需设置三区两通道的布局，三区是指清洁区、半污染区和污染区，两通

道指患者通道和医护人员通道，这种布局有利于医务人员和患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距离，

减少感染的发生[5]。此外，对空气的流动也需要进行考量，通过主动排风及自然排风等多种

方式保证空气洁净度。另一方面，必要的管理制度与措施是关键的问题。 

为更好地应对不断增多的新冠肺炎疑似、重症患者，我们制定了周密详细的管理对策，

现报告如下，供同行参考。 

1.组建防疫控疫核心小组 

在科室及支部领导下，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4]､《医

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第一版)》[6]､《医院隔离技术规范》[7]､《医

务人员手卫生规范》[8]､《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规范》[9]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法》[10]的指引和要求，成立由科主任担任组长，科务会成员参加的科室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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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核心小组，下设医护小组、防护培训组、防护装备管理组、消毒隔离组、门禁管理组等。

每组设高年资医生护士为组长，配备组员若干，采用纵横交错、点面结合的方式进行管理，

全面负责科室的各个层面救治和防疫工作。根据医院的整体部署，及时调整工作重点，根据

新的情况，及时修订工作规定和程序，细化分工。督导工作落实，科室主任和护士长总负责，

本院医生为一线医疗负责人员。既防止过多医务人员的交叉接触，又能确保医务人员对于疑

似患者管理流程的精准把控，以达到尽早发现、尽早诊断的目的。 

2. 规范诊疗流程 

根据诊疗方案[4]，规范流程，具体包括如下： 

需要危重症支持的重症患者，经住院总会诊后，再次确认患者及家属有无流行病学史，

是否存在如下情况：①家属或接触者中有无 2019-nCoV 确诊或疑似病例；②近 2 周是否在

2019-nCoV 感染病例报告或流行地区有居住史，尤其到过湖北省武汉市；③近 2 周是否密

切接触过有呼吸道感染症状或就诊的患者。 

如果符合上述任一条件，将患者采取单间安置，且病房内固定患者诊疗所需物品，配备

科室防护箱（含具体防护物品清单）。患者由专人管理，按照二级防护着装，穿戴一次性工

作帽、医用防护口罩（N95）、防护眼镜（防雾型）或防护面屏、防护服、一次性乳胶手套

和一次性鞋套。严格限制人员，禁止探视。具体住院患者诊疗流程图见图 1。 

 

 

图 1 疫情期间 SICU 住院患者诊疗流程图 

Fig. 1 Flow chart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inpatients in SICU during the epidemic 

若新发现有可疑患者，必须立即按照前述要求转运至指定单间病床。转运人员由护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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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组长、主管医生、责任护士三人组成，个人防护包括外科口罩、帽子、检查手套；为

患者佩戴一次性外科口罩，并做好宣教，告知其活动限于室内及正确的咳嗽方法。 

转运后，同时开展终末消毒处置。对其居住房间与接触物品进行全方位消毒处理。原污

染环境消毒[11-12]：①地面：1000mg/L 含氯消毒剂拖地；②空气：空气消毒机消毒 1 小时；

③物表：包括监护仪、输液泵、输液架、门把手、开关、床单元、床头柜、呼叫器、衣柜等

75%乙醇擦拭两遍或 1000mg/L 含氯消毒剂擦拭一遍；④患者的所有垃圾装黄色垃圾袋打包

封口标明“新冠污染可疑”。 

将标本分类装入标本专用袋内打包，在标本袋外注明标本名称、送检科室，双袋包装，

贴“新冠可疑”标识，分类放入标本送检专用盒，并登记，由后勤人员交接后经医院规划通道

送检标本，禁止使用物流气道发送标本。具体住院患者标本送检流程图见图 2。 

 

图 2  疫情期间 SICU 标本送检流程图 

Fig. 2 Flow chart of specimen inspection in SICU during the epidemic 

3. 加强各级人员管理 

在一个健全的机构设置下，为保证疫情可控、疾病可治，以及无症状感染者作为可能传

染源的问题，需要充加强人员管理，包括医务工作人员、患者、家属以及后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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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加强工作人员管理  虽疫情恰逢农历春节，但实行全员取消休假，尤其取消外地旅

游或出省计划。若已外出，所有人员必须动向明确，详细登记目的地及返回时间，归来后严

格按照规定，居家隔离 14 天。科室统一管理，每日上报院级相关部门，保证及时掌握全员

的身体状况。 

3.2 规范患者及家属管理  加强宣教，疫情期间谢绝一切入室探视，仅开放电话探视。

每位家属在规定时间，测量体温无异常并进行手卫生，全程戴口罩后方可电话探视。 

3.3 重视会诊及后勤维修人员管理  由专用通道进入，设专人检查个人防护情况。通道

配有标准设施车，包括体温枪、口罩、消毒液喷壶、消毒桶、75%酒精等，专人负责如 X

射线、B 超机等入室设备的擦拭消毒。分别使用 75%酒精由上至下依次擦拭机器表面，

1000mg/L 含氯消毒液喷洒车轮。 

4. 多模式培训 

2019-nCoV 传染力极强，目前所知传染源主要为确诊患者及潜伏期的无症状人群，人

群具有普遍易感性[4]。由于科室医护人员未涉及传染病专业，接触较少，加之常规的培训考

核内容涉及呼吸道传染病相关知识较少，相关防护设备操作技术较为生疏。所以要求全体医

护人员短时间内必须掌握新冠肺炎相关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4.1 扎实的理论学习  全员在线统一参加省级、院级层面学习，涉及“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防控中常见的医用防护用品使用规范指引解读”、“新型冠状病毒隔离期间防护及护

理要点”、“防护服穿脱要点及常见误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技

术”及“新冠肺炎可疑暴露者和密切接触者管理方案”等理论内容。培训结束，在线考核。通

过这些基础知识培训,使医护人员对新冠感染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缓解

心理和精神压力，同时也进一步了解疾病传播途径、临床表现及护理要点。 

4.2 消毒隔离实践培训人人过关  传染病的消毒隔离措施及医护人员的防护具有特殊性

和复杂性。其特殊性表现在病房设置上有三区两通道[5]。复杂性表现在进入隔离病房的医护

人员, 按需穿工作服、防护服、隔离衣 3 层，戴 2 层口罩、戴双层手套及护目镜，穿长筒靴

及鞋套。进行操作时还要戴防护面屏/面罩或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这样的病房设置及防护对普

通科室的护士来说更是陌生的。所以，预先开展模拟隔离病房分区，进行防护服穿脱演练，

通过培训，使每一个工作人员明确三区两通道的界定、消毒隔离原则及穿脱防护服的步骤，

做到人人会穿脱。 

4.3 特殊环境下的基础护理技能强化  应对突发传染病时，传统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经验

用来解决新问题难度很大。在隔离区内如何开展护理工作，面对患者可能出现的病情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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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配合抢救，如何掌握无创呼吸机使用及使用监护仪等方面都需要再次强化培训，使每一

位护士都能尽快熟悉隔离病房的工作特点，掌握各项护理技能。 

4.4 定期考核  科室每日根据学习内容，进行新修订规范的培训，采取问卷星在线考核

模式并全科通报考核结果，不及格人员给予补考，并保存所有记录。 

5. 统筹调配防控物资 

在 2019-nCoV 感染流行期间，医用防护口罩、外科口罩、防护服、手术衣、酒精等防

护用品需求量大幅增加，全国多家医院发布募捐公告向社会求助。加上春节期间控制疫情播

散复工延迟，医用防护用品紧缺，使科室面临设备、人员、防护用品的严峻挑战。我们重症

监护病房按照“集中统筹、专业管理、保障急需、专物专用”的原则，指定专人专库统一管理，

每日记录疫情防控物资储备、领取情况。明晰科室的备用数量，定量领用，定期盘点。对于

重症患者生命支持设备也要充分准备，加强管理，确保医疗质量和安全。坚持急用优先保障，

高风险优先保障，确保治疗的一线工作能够顺利实施。 

6．加强心理疏导 

由于本次疫情传染性强的特点，需要医护人员穿戴厚重的防护设备以防止职业暴露，无

意中增加了医护人员的心理压力。科室采用多种方法进行心理疏导，正式接诊前进行无记名

调查问卷了解职工心理状况；将 3 名怀孕护士调岗至普通病区；利用抖音、微博、朋友圈为

疫情前线医护人员加油打气；及时协调处在生理期护士的班次，关心护士身心健康。 

截至目前，疫情的控制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医院作为新冠肺炎的主战场，不仅肩负

着诊治的重任，更肩负着防控的责任。ICU 作为危重型新冠肺炎的主要诊治场所，在这场持

久战中作为减少死亡率发生的重要环节，具有特殊的地位。我们制定的防控管理策略，希望

能够为打赢这场战争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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