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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 年 12 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陆续发现了多例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患者，

随着疫情的蔓延，我国其他地区及境外也相继发现了此类

病例 [1-2]。该病作为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已纳入《中华人民共

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按甲类传染病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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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为了解某市新冠肺炎定点医院高危科室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防护物资储备与使用情况，探讨高危科室在

突发疫情期间，如何更好的制定科学、合理防护物资储备方案、使用方案，为医院建立统一防护物资管理机制或保障标准

提供依据。方法 自2020年1月27日至2月18日，采用自编问卷星对某市定点医院50个临床科室防护物资储备、日消耗量、需

求量进行问卷调查，选取职业暴露风险最高的7个高危科室进行研究分析。结果 部分高危科室在疫情前期应急意识较为薄

弱，未制定结合科室实际的防护物资应急预案。调控前高危科室通用类、专用类防护物资均有不同程度的供需失调，尤其

是专用类医用防护口罩、一次性防护服仅能满足56.28%、48.95%的临床需求。医院通过启动院内共享机制、防护物资替代

方案等手段调控后，确保了高危科室供需相对平衡，能基本满足临床所需。结论 医院通过制定防护物资应急储备预案、管

理制度、运用院内共享机制、弹性排班、制定物资替代方案、合理运用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寻求社会支援等措施有效维持

了高危科室疫情期间供需平衡，确保了临床一线医务人员职业防护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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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3]。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地医疗机构均发布不同程度

防护物资告急预警。我院作为我市 COVID-19 唯一定点收

治医院，承担着本地区所有 COVID-19 患者收治与防控工

作，截止 2 月 18 日累计收治确诊病人 9 例，疑似病人 77 例，

接诊发热门诊病人 4232 人次，日均 174 人次。面对每日防

护物资的大量消耗，为保障前线物资供应，确保医务人员

防护安全，防护物资的储备和管理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

目的在于了解 COVID-19 疫情突发前某市定点医院高危科

室防护物资库存种类及数量、疫情期间防护物资储备与使

用情况，探讨高危科室在突发疫情期间，如何更好的制定

科学、合理防护物资储备方案、使用方案，确保医疗机构

完成病人收治与防控工作，为医院建立统一防护物资管理

机制或保障标准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调查我市 COVID-19 定点医院 50 个临床科室，其中高危

科室包括感染病区、呼吸科、中医科、急诊科、ICU、发热

门诊及预检分诊台、隔离留观病房 , 占全院临床科室的 14%。

1.2 调查方法 

自制问卷星调查，内容涉及防护物资种类、使用日期、

使用数量、领用日期、需求数量、发放日期、供应数量等内容。

防护物资分通用类和专用类 [4-6]。其中通用类包括 ：一次性

使用医用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使用医

用外科口罩帽子套装、一次性使用帽子、其他规格型号口

罩、一次性使用 PE 检查手套、一次性使用灭菌橡胶外科

手套、一次性使用检查乳胶手套、一次性鞋套、医用乙醇

（75% 500 mL/ 瓶）、含氯消毒片（1 g×100 片 / 瓶）、洁芙

柔抗菌洗手液（500 mL/ 瓶）、（伽玛无醇）免洗手消毒液

（520 mL/ 瓶）等种类。专用类包括：医用防护口罩、防水靴、

防水鞋套、一次性防护服、护目镜、防护面屏、眼罩等种类。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收集 50 个临床科室疫情前期防护物资库存

情况及疫情期 23 天防护物资日消耗量及供需情况。针对疫

情传播特性，我们选取职业暴露风险最高的 7 个高危科室，

对其科室 6 类一次性高消耗防护物资进行分析研究，分别

为通用类中的一次性使用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

外科口罩帽子套装、一次性使用帽子、一次性使用检查乳

胶手套共 4 类以及专用类中的医用防护口罩、一次性防护

服共 2 类 [7]。

2.2 高危科室防护物资库存情况 

疫情前期高危科室部分通用类、专用类防护物资库存

情况，见表 1。因个别高危科室日常工作中未使用某类防

护物资，且医院有高效的物资配送与发放流程，能满足科

室日常临时需求，故统计的部分种类库存量为 0。
表1 疫情前期高危科室部分通用类、专用类防护物资库存情况

类别
库存

量范围
中位数 备注

一次性使用医用外科口罩 
(个) 0~8828 1130.5 1个高危科室库存

量为0
一次性使用医用外科口罩
帽子套装 (套) 0~2225 122.5 1个高危科室库存

量为0

一次性使用帽子 (个) 0~1000 302.0 2个高危科室库存
量为0

一次性使用检查乳胶手套 
(副) 0~1210 397.5 —

医用防护口罩 (个) 0~300 24.0 —

一次性防护服 (件) 0~37 0.0 4个高危科室库存
量为0

2.3 高危科室防护物资日消耗情况 

疫情期高危科室部分通用类、专用类防护物资日消耗

量情况，见表 2。结合库存与日消耗量可得出，高危科室

除特殊情况外，一次性使用医用外科口罩库存可供使用约

13~29 天，一次性使用医用外科口罩帽子套装库存可供使

用约 5.5~27 天、一次性使用帽子可供使用约 5~11 天，一

次性使用检查乳胶手套可供使用约 4~17 天，医用防护口罩

可供使用约 3.4~15 天，一次性防护服可供使用约 0~2.4 天。

结合当前疫情情势分析可知，日消耗量与库存储备情况、

临床传播学特点 [8]、病人数量、工作人员数量、工作时长、

工作量等相关因素有关，直接影响可供天数。

表2 疫情期高危科室部分通用类、专用类防护物资日消耗情况

类别
日消耗
量范围

平均日
消耗量

库存可
供天数

一次性使用医用外科口罩 (个) 300~650 462 13~29
一次性使用医用外科口罩帽子
套 (套) 80~400 174 5.5~27

一次性使用帽子 (个) 90~200 125 5~11
一次性使用检查乳胶手套 (副) 70~300 170 4~17

医用防护口罩 (个) 19~86 63 3.4~15

一次性防护服 (件) 15~80 60 0~2.4

2.4 高危科室防护物资供需情况 

疫情期间高危科室部分通用类、专用类防护物资调控

前后供应量与需求量比例情况，见表 3。调查结果表明，

调控前高危科室通用类、专用类防护物资均有不同程度的

供需失调，尤其是专用类医用防护口罩、一次性防护服仅

能满足 56.28%、48.95% 的临床需求。针对这一现状，某市

定点医院优先满足高危科室防护物资的需求，普通科室则

采取相应替代方案 [9-10]，如一次性使用帽子用自制布帽替代、

医用外科口罩用医用口罩替代等，通过类似方案确保高危

科室供需相对平衡，能基本满足临床所需。针对专用类防

护物资一度紧缺造成的供需平衡失调，某市定点医院积极

采取院内共享机制、寻求社会与上级部门援助等措施以达

到物资供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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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疫情期高危科室部分通用类、专用类防护物资调控
前后供应量与需求量比例（%）

类别
调控前供
需比例

调控后供
需比例

一次性使用医用外科口罩 (个) 85.35 99.30

一次性使用医用外科口罩+帽子 (套) 80.00 99.00

一次性使用帽子 (个) 86.20 100.00

一次性使用检查乳胶手套 (副) 90.00 100.00

医用防护口罩 (个) 56.28 99.28

一次性防护服 (件) 48.95 99.98

3  讨论

结合我国实况，分析当前疫情形势可得出，影响此次

防护物资紧缺的因素有如下几点 ：一是疫情传播广，全国

需求量剧增，春节期间生产跟不上，导致供需失调 ；二是

高危科室职业暴露风险高，防护级别较平时提高，消耗量

骤增 ；三是群众防护意识提高，社会需求量大 ；四是医疗

机构疫情前防护物资储备结构无法完全应对此类紧急事件；

五是部分高危科室应急意识较为薄弱，未制定结合科室实

际的防护物资应急预案。

针对以上分析，作为我市唯一定点收治医院，为有效

应对 COVID-19 疫情引起的防护物资紧缺状况，结合此次

问卷调查结果可得出七点防护物资应急对策 ：

（1）医疗机构应精准管控库存，动态调整供给，制定

科学合理的防护物资应急储备预案。设备科、总务科等后

勤保障组应积极采购防护用品，储备质量合格、数量充足

的防护物资，确保供给 [11]。此外，高危科室应结合科室特

性，切实了解自身需求，制定科室防护物资应急储备预案，

有效缓解紧急事件发生后防护物资紧缺状况，维持科室正

常运行。

（2）制定防护物资管理制度，严格把控物资使用与申

领流程，做到“日领用、日登记、日上报、专人专项管理”[12]。

科室申请的物资数量与种类需先经防护物资负责人初审，

院感科、护理部评估，分管院领导审核同意签字，再交设

备科审核发放，做到精准管控、动态调整，确保有限资源

能高效利用。盘点临床科室库存，合理运用院内共享机制，

统筹调配重点物资，确保紧缺防护物资优先供给高危科室，

避免库存积压或使用不当造成的物资浪费。

（3）科室根据实际病人量、工作量弹性排班，合理安

排上班人员与轮班频率，减少由于排班不当引起防护用品

消耗。例如隔离病房可事先统计每日进入病房人数、时间段、

工作量、工作时长，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合理调配工作

分工，减少人员出入隔离病房，节约物资。

（4）积极寻找防护物资替代方案，如 ：用医用外科口

罩 + 医用口罩替代医用防护口罩、用布隔离衣或者手术衣

替代一次性隔离衣、用医用口罩替代医用外科口罩、黄色

医疗垃圾袋替代一次性鞋套等。同时，为应对资源耗尽情况，

医院自制防护面屏、“无纺布＋双层纱布”口罩替代医用外

科口罩等物品，以备紧急之需 [13-16]。

（5）及时向上级机构反映医院现状，合理运用宏观调

控手段，科学调控周边地区防护物资，确保疫情定点机构、

重点科室工作正常开展。积极寻求社会支援，及时发布有

效求助信息，合理使用社会捐赠物资，运用社会的力量共

渡难关。

面对此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该地区的救治管控

中心，承担着重大防控与救治任务，采取集中物资、集中

救治的方案，实现有效管控该地区疫情发展与扩散的目标。

定点医疗机构明确物资供求，制定科学合理的物资保障机

制，做好精准调控库存，动态调整供给，使高危科室在疫

情期能达到有效供需平衡。防护物资的科学调配不仅为疫

情救治工作提供了后勤保障，更对高危科室医务人员提供

了有效防护，以实现零感染的目标，确保临床一线医务人

员安全。

此次疫情对医疗机构物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

战，结合前期经验，作为地区传染病医院，为有效应对类

似紧急情况，总结出以下传染病医院物资管理应急对策 ：

① 传染病医院根据传染病不同类别制定物资储备方案，结

合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三个环节，即传染源、传播途径、

易感人群等因素制定科学合理储备方案，物资储备数量应

结合医院规模，科学管理、有效应对 ；② 医院与物资供应

商或厂家共同制定防护物资应急方案，为避免医疗机构过

度囤积物资造成的浪费，医疗机构应急储备办与厂家签订

协议，将应急物资储备于厂家，预备货物，动态供给，充

分保证紧急情况下物资的供给与有序调配 ；③ 高危科室结

合本科室实际情况，明确物资需求，制定符合自身需求的

应急预案，优化应急流程，保证特殊时期防护物资有效供给，

确保医务人员职业防护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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