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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口腔诊疗特殊性易造成感染扩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流行期间应极力避免院内感染的发生。该文结合国家
卫生健康委对本次疫情的通告和防控标准，科学制定门诊工作人员作业规范及患者的诊疗流程，精准管理物资流通的各项环

节，充分保障口腔疾病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安全，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疫情期口腔门诊流程管理模式以便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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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人群口腔疾病发生率较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期间居家隔离和心理压力等因素可造
成口腔疾病患者容易出现急性疼痛等症状，因此对口腔

诊疗需求极为迫切［１］。目前已有病例报道显示ＣＯＶＩＤ
１９患者病毒潜伏期可能无发烧、咳嗽等不适症状，早期
发现和筛查难度较大。口腔诊疗过程由于就诊人群众

多，体液飞溅形成气溶胶以及医患人员距离近等因素，

更易造成疫情的播散与传染［２－４］。因此既要防止院内

聚集交叉感染的风险发生，又要为口腔疾病患者祛除病

痛，必须依据国家相关防控要求，制定一套安全、有效、

细致的口腔门诊流程管理规则。本文对疫情期间我院

日间口腔门诊人员作业流程及物资运行管理等工作模

式作以详实报道，便于相关单位参考借鉴。

１　口腔门诊人员工作流程

口腔门诊工作人员按工作岗位可分为诊疗护理

类、药剂设备类、影像检验类、挂号收费类、保洁消毒

类、安全保卫类等；而按照患者就诊流程的职能分区，

又可分为预检登记区人员、接诊分诊区人员、普通诊疗

区人员、喷溅治疗区人员等［５］。每类人员工作必须专

业化，保证工作内容和工作区域固定化、采用分级防

护［６］。为了避免院内交叉感染，所有门诊工作人员工

作必须由安保人员筛查体温（≤３７．３℃），审核工作身
份和时效，明确无疫情患者接触史和无居住地疫情发

生情况，方可进入医院工作区。门诊楼内设置工作人

员专用电梯，到达门诊设置的标准防护物资发放处领

取可复用织物工作服，由医用专用通道至更衣室换工

作服。由院医教处组织进行岗前培训。确保每位工作

人员熟知培训岗位职责、区域、工作流程、感控相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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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以及进行与前日交接相关事宜等。而后按标准领

取各级别防护物资后，由医用专用通道进入各自工作

岗位。

２　患者就诊管理流程

２．１　患者诊疗管控
为了避免患者聚集性诊疗，对患者依症诊治管理。

提前在医院官方公众号发布《就医告知书》，及时向患

者宣传口腔专科诊疗的特点、特殊时期口腔诊疗的规

范以及就诊建议。设置网上医院，各科室专业医生免

费在线咨询答疑，解决非急症患者的寻医问诊。严格

执行网络预约，控制每日就诊人数。对未预约就诊患

者，设置门诊专业导诊人员，区分病情的轻重缓急，采

取分级措施：轻症、可择期治疗的患者建议网络专科咨

询或择期预约；对于急症、重症患者，开辟绿色通道实

施诊疗。针对日间门诊期间患者就诊流程按照诊疗活

动时序、空间转移以及人员配置进行规划和设计（图

１）。
２．２　诊疗前管理
２．２．１　患者进入门诊时必须由安保人员筛查体温、检
查口罩的佩戴情况，并进行手卫生消毒，合理控制陪诊

家属进入医院工作区。通过扫描西安市疫情防控个人

电子识别码，初步判别身份及疫情接触情况，而后身份

验证和登记就诊人员的相关信息以便溯本追源。体温

初测≤３７．３℃时方可进入医院工作区。体温 ＞３７．３
℃，有咳嗽、流涕、乏力等症状患者建议到指定发热门
诊排查。门诊大厅前就诊通道采用街巷式布局，引导

人流行进方向和控制人员安全距离（＞１米），通道宽
度为单人轮椅可通过［７］。

２．２．２　预检筛查和信息登记 　预检登记人员询问发
热咳嗽等既往身体不适病史，并填写疫情相关流行病

学信息，内容包含近期疫区接触史、居住地疫情发生情

况、个人身体状况。对于疑似新冠肺炎感染患者或接

触者，建议前往政府定点医疗机构进行专业筛查。

２．２．３　候诊观察和疫情科普　设立候诊观察区，预检
筛查合格的患者等候观察，观看疫情感控知识和口腔

疾病科普宣教资料片。使患者充分了解疫情期口腔诊

疗的风险，明确下一步诊疗的必须性。此外适当的候

诊等待，不仅有利于体温复测时疫情的准确筛查，并且

可以控制就诊患者的诊疗时序［８］。

２．２．４　进入诊疗公共区　安保人员引导患者乘坐患
者专用电梯或楼梯进入诊疗公共区，诊疗公共区设置

患者专用卫生间。保洁人员参照我院疫情期空间管理

与消毒标准，对患者专用电梯与卫生间进行定期消毒，

避免或降低患者的院内交叉感染风险［５，９］。

图 １　疫情期间门诊患者就诊管理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ｉｎｄｅｎ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ｓ

ｄｕｒｉｎｇ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２．３　诊疗过程
２．３．１　分诊挂号　行体温复测，并填写《关于重大疫
情防控期间就诊的知情同意书》。口腔专业导诊医生

对患者进行初步检诊，依据症状评估疾病等级，确定患

者的诊疗必须性。符合疫情期口腔诊疗标准的患者方

可由挂号员及收费员进行挂号缴费。

２．３．２　待诊　患者待诊区设置要求空间宽敞，自然通
风良好，配备循环风空气消毒机。要求患者间隔有序

就坐（＞１ｍ），佩戴口罩，禁止待诊区自由活动。
２．３．３　诊疗区划分　普通诊疗区入口处设置隔离带，
距离诊疗单元应大于５ｍ［１０］。普通诊疗区由若干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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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单元组成，尽量要求独立隔离诊室，并只能进行非

喷溅治疗。如诊区为物理隔断的平层诊室，则划分明

确的独立诊疗单元。通常由４张以上有物理隔断的牙
科综合治疗椅组成一个诊疗单元，设置单独诊疗通

道，诊治椅位、缓冲椅位、宣教椅位和急救椅位，物

理隔断最小高度应不低于１８００ｍｍ［１１］。每个诊疗单
元配备１名医生，１名诊疗配合护士和 １名感控护
士。各诊疗单元之间的公共区域，依据面积配备若干

巡回护士、保洁人员等。数字化牙片检查单元可设置

在普通诊疗区内，其余影像检查、检验应在影像科和

检验科进行。

独立的喷溅治疗区应设置在普通诊疗区远端，所

有喷溅治疗应在喷溅治疗室完成。

２．３．４　专科接诊　护士指导患者佩戴防护帽和防护
鞋套。接诊医生询问患者病史，进行专科检查，如需辅

助检查，开具检查单。诊疗配合护士指导患者可采用

自助缴费方式支付检查费用，而后引导患者进入检查

区进行相应影像检查及检验。而后医生依据各项检查

结果，给予专科诊断和治疗建议。如病情复杂或需跨

专科诊查，可利用诊疗单元内的院远程会诊系统，研判

病情和指导诊疗。

２．３．５　分区治疗　专科诊断后明确治疗计划告知患
者，知情同意后进行治疗。非喷溅治疗患者在原诊疗

单元内诊治椅位进行治疗；需喷溅治疗患者，由诊疗配

合护士引导至喷溅治疗区，转交喷溅治疗区的医护人

员进行治疗，治疗流程详见院口腔喷溅治疗室运行管

理标准［１２］。治疗结束后患者转至原普通诊疗单元内

的宣教椅位，接诊医生完成病历书写，告知术后医嘱以

及宣教疫情期口腔卫生防护，依据病情开具处方药，告

知预约流程，原则上疫情期不安排复诊。划价后指导

患者完成诊疗自助缴费，离开诊疗单元。

２．４　诊疗后
患者离开普通诊疗区前去除头帽、鞋套等防护用

品，佩戴口罩进入医疗公共区域。患者自行前往收费

处缴费或开具诊疗发票，药房取药，门诊部前台开具

诊断证明。要求患者离院时再次进行手卫生消毒。

感控护士对诊疗单元的诊疗物资和空间进行分类

消毒处理和环境管理。诊疗单元清理消毒至少１０ｍｉｎ
后方可再接诊患者。普通诊疗区要求每天２次进行空
间消毒管理。

２．５　术后回访
于诊疗结束当日、次日、７ｄ、１４ｄ护士通过电话

回访，询问患者治疗效果和病情状况；询问患者及陪人

有无发烧及咳嗽等，若有症状是否去过政府定点医疗

机构就诊以及其他诊疗情况；建议患者如出现不适，及

时电话告知或网上咨询。

３　门诊物资管理流程

３．１　物资发放
为保障疫情期诊疗期间物资配备的完整性与快速

性，门诊建议开设三处物资发放单元：标准防护物资发

放处、分级防护物资发放处、诊疗物资供应处。门诊所

有工作人员按照规定流程领取物资，穿戴防护用品，开

展相应工作（图 ２Ａ）。分级防护物资及诊疗物资由院
物资管理部门按需定时补给［１３］。

３．２　物资回收与处理
根据疫情期诊疗运行特点以及感控原则，可将回

收物资分为：可复用诊疗器材、可复用织物及直接废弃

物三类，按照相应途径进行回收与处理。

３．２．１　可复用诊疗器材　诊疗结束后由感控护士按
照院污染诊疗器材管理流程回收和处理［１４］（图 ２Ｂ）。
３．２．２　可复用织物　门诊工作人员每日更换可复用
织物防护服，并统一归存于污物暂存处。由固定保洁

人员按照院可复用医用织物管理流程回收和处理［１４］

（图 ２Ｂ）。
３．２．３　直接废弃物　由医疗污染物处理人员分类收
集，按照院直接废弃物管理流程转运与处理［１４］（图

２Ｂ）。

４　小　结

口腔诊疗过程中极易造成污染，口腔门诊发生院

内交叉感染的风险极高。在疫情期间，口腔诊疗过程

应尽量按照甲类传染病的防护原则进行，防止在诊疗

过程中造成病毒的污染与疾病扩散。为此，我院在原

有感控防治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组织制定科

学、细致、完善的口腔门诊工作人员执业及物资管理

流程，保证口腔医院门诊有序运行同时，努力做到了

医患人员 “零感染”，以期为疫情期间其他口腔专科

门诊安全有效开展口腔临床诊疗活动提供参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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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口腔门诊物资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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