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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专题·

手术室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手术制定穿脱防护物品操作
指引

王萍，梁敏妮，廖淑芬，吴耀业，谢丽洪，欧阳秋怡，陈小俊，龚凤球（通讯作者 *）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手术室，广东  广州）

摘要：近期，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肺炎疫情迅猛发展，截至 2020 年 2 月 16 日国内确诊病例为 68586 例，疑似病例 8228，死亡 1666 例。
手术室是为病人提供手术及抢救的场所，为挽救患者生命，手术室难免做患者有其他急症而同时是疑似或确诊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
染肺炎的抢救性手术。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对人类健康及生命安全的威胁性较大，手术室医护人员作为最密切的特定人群，一旦防控
工作不到位，可导致病毒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进行恶性传播 [1-2]。因此，抵御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侵袭和感染 , 控制传染性疾病传播，
保证医护人员和患者安全，制定手术室医护人员穿脱防护物品操作指引至关重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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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四

版）”明确指出：规范密切接触者管理，指导特定人群做好个人防
护，有效遏制病毒扩散和蔓延。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基
因特征与 SARSr-CoV 和 MERSr-CoV 有明显区别，对紫外线和热
敏感，56℃ 30 分钟、乙醚、75% 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和氯
仿等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 [5]。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 1 号
公告，将 2019-n Co V 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防治、防控措施 [6]。 
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
为传染源；其主要传播途径为经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气溶胶和
粪—口等传播途径尚待明确；人群普遍易感。为做好全国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陆续制定和更新“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防控方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等 [7]。 
手术室作为医院感染防护的重要阵地，也是治疗疾病的重要场所，
医务人员应按照标准防护和加强防护（接触隔离、飞沫隔离、空气
隔离）原则做好个人防护，如何有条不紊的穿脱防护物品极其重
要 [8-9]。“医院隔离技术规范”提出：医护人员的防护应严格按照
区域流程，在不同的区域，穿戴不同的防护用品，离开时按要求摘
脱，并正确处理使用后用物 [10]。将手术室医护人员穿脱防护物品
分为：手术台上的医护人员穿脱防护物品与手术台下的医护人员
穿脱防护物品。

1　手术台上医护人员穿防护物品 (手术医生、洗手
护士 )
1.1　第一站：清洁区

（1）穿工作服，穿工作鞋，身上无私人物品；（2）流动水洗手
( 七步 )；（3）戴一次性帽子，帽子遮盖头发；（4）戴 N95 口罩，戴好
后做漏气试验，确保口罩佩戴严密。
1.2　第二站：缓冲区（半污染区）

（1）检查防护物品，确保用物准备齐全并性能完好；（2）穿防
护服：a. 将防护服拉链拉开，双手分别抓住防护服左右衣袖，防护
服勿接触地面；b. 脱去工作鞋，穿好防护服后再穿上工作鞋；c. 先
双脚、双手穿好防护服，再戴防护服上的帽子，最后拉好防护服拉
链；d. 穿好防护服后，检查防护服穿戴严密性和伸展性；（3）7) 戴
护目镜，佩戴完毕检查护目镜严密性；（4）戴防护面屏；（5）穿长筒
鞋套，系紧带子；（5）穿短鞋套；（6）流动水洗手 ( 七步 )，涂外科手
消毒液；（7）戴内层无菌手套，需无菌操作；（8）穿一次性无菌手术
衣，需无菌操作；（9）戴外层无菌手套，需无菌操作；（10）检查穿
戴效果。
1.3　第三站：污染区（手术间）

手术台上医护人员穿戴防护物品完毕，进入手术间，操作。

2　手术台下医护人员穿防护物品（巡回护士、麻醉
医生）
2.1　第一站：清洁区

（1）穿工作服，穿工作鞋，身上无私人物品；（2）流动水洗手（七

步）；（3）戴一次性帽子，帽子遮盖头发；（4）戴 N95 口罩，戴好后
做漏气试验，确保口罩佩戴严密。
2.2　第二站：缓冲区（半污染区）

（1）检查防护物品，确保用物准备齐全并性能完好；（2）穿防
护服：a. 将防护服拉链拉开，双手分别抓住防护服左右衣袖，防护
服勿接触地面；b. 脱去工作鞋，穿好防护服后再穿上工作鞋；c. 先
双脚、双手穿好防护服，再戴防护服上的帽子，最后拉好防护服拉
链；d. 穿好防护服后，检查防护服穿戴严密性和伸展性；（3）戴内
层检查手套；（4）戴护目镜，佩戴完毕检查护目镜严密性；（5）戴防
护面屏；（6）穿长筒鞋套，系紧带子；（7）穿短鞋套；（8）快速手消
毒（七步）；（9）穿一次性隔离衣，隔离衣包裹自身严实；（10）戴外
层检查手套；（11）检查穿戴效果。
2.3　第三站：污染区（手术间）

手术台下医护人员穿戴防护物品完毕，进入手术间，操作。

3　手术台上、手术台下医护人员脱防护物品
3.1　第一站：污染区（手术间）

（1）检查全身防护用物有无破损，如有破损，先消毒；（2）脱一
次性无菌手术衣（手术台上医护人员）/ 一次性隔离衣（手术台下
医护人员）：a. 双手交叉于胸前，抓住双上肢处的手术衣 / 隔离衣，
轻轻将手术衣 / 隔离衣往前脱出；b. 将手术衣 / 隔离衣由里向外包
裹住（污染面被清洁面包裹住）；c. 动作轻柔，避免产生气溶胶；（3）
脱外层短鞋套；（4）脱外层手套：用戴着手套的手捏住另一只手套
污染面的边缘，将手套脱下，手套外侧面（污染面）勿触及内侧面；
如有破损，立即更换；（5）快速手消毒 ( 七步 )。（6）再次戴外层手
套；（7）脱防护面屏；（8）快速手消毒（七步）。
3.2　第二站：缓冲区（半污染区）

（1）快速手消毒（七步）；（2）脱护目镜，污染面勿接触双眼及
皮肤，放入专用浸泡桶浸泡；（3）松长筒鞋套带子；（4）脱外层手
套，方法同上；（5）快速手消毒（七步）；（6）脱防护服及长筒鞋套：
a. 拿好防护服顶端拉链，注意双手勿接触脸部，皮肤勿触及防护服
污染面；b. 将防护服拉链从上至下拉到底部，由里向外、从上往下
脱防护服及鞋套；c. 动作轻柔，避免产生气溶胶；（7）脱内层手套，
方法同上；（8）快速手消毒（七步）；（9）戴检查手套；（10）脱 N95
口罩；（11）快速手消毒（七步）；（12）脱一次性帽子；（13）脱内层
手套，方法同上；（14）流动水洗手（七步）；（15）戴一次性帽子，戴
外科口罩，更换工作鞋。
3.3　第三站：清洁区

医护人员沐浴更衣，离室。

4　小结
应 对 新 型 冠 状 病 毒（2019-nCoV）感 染 肺 炎 疫 情，制 定 手 术

室医护人员穿脱防护物品操作指引，建立完善、科学、有效的防护
措施，规范、正确的穿脱防护物品，有效阻断新型冠状病毒（2019-
nCoV）传播，控制和预防院内感染，避免交叉感染，同时保护医护
人员和患者的安全，减轻环境有害因素对医务人员及患者的侵袭，
既为手术患者提供安全的手术环境，也为手术室医护人员提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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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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