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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技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职业暴露的应急预案 

贾晓茜，同  维，李新雨，张  盼，史医蕾，曹  乐，张向辉，赵志福， 

赵  亮，韩春莹，任  芳，李梦梦，张向利，丁  晖，郭建新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陕西西安  710061） 

摘要：中国疾控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学组 2月 17日公布，

截止 2020年 2月 11日，共有 3019名医务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包括确诊病例，

疑似病例,临床诊断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其中确诊病例 1716名)｡报告显示，病

例中 80%以上为普通病区医务工作者｡放射技师直面全院不同科室的患者，也存

在因病毒传染力强､防护不到位､个体免疫力差等原因造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职业暴露风险｡因此，针对此风险制订应急预案，以期保障工作人员安全,保证工

作有序进行,为今后完善并制定放射技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提供实践依

据，同时也为同行处理突发事件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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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CDC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mergency response 

mechanism was announced on February 17, 2020. As of February 11, novel 

coronavirus had infected 3019 medical staff (including 1716 confirmed cases; 

suspected cases, clinically diagnosed cases and cases of asymptomatic infections). 

The reports showed that more than 80% of the patients were medical workers in 

general wards, which might be caused by nosocomial infection due to inadequate 

protection. Radiographers, who encounter patients in different departments of the 

hospital, also have the risk of 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caused by strong viral infection, inadequate protection, and poor immunity. Therefore, 

the emergency plan is formulated for this risk in order to ensure their safety and the 

orderly progress of the work, provide practical basis for the futur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mergency plan for radiographers to respond to emergent public 

events, and also provide ideas for peers to deal with emergencies. 

KEY WORDS: radiographer; novel coronavirus; occupational exposure; emergency 

plan 

 

医务人员是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的

高危人群，2月 7日 JAMA报道的 138例患者中，医务人员感染占比高达 29%[1]｡

据中国疾控中心统计[2]，医务人员确诊 COVID-19 高达 1716 例，占全国确诊病

例的 3.8%，其中 6 人死亡，占全国死亡病例的 0.4%｡被感染的医务人员主要来

自非传染科、发热门诊、ICU 等高危环境的普通病区｡究其原因，主要是病毒传

染力强，防护用品缺乏，个人免疫力低下等，此外，非传染专业科室感控知识不

足、观念未建立也是易被感染的重要原因[3-4]｡随着对 COVID-19认识的深入和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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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经验的积累，国家卫健委最新诊疗方案对 COVID-19传染源和传播途径进行了

修订[5]，这意味着一方面防控工作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影像学检查的重要

性更加突出｡目前，已有多个单位针对影像技术的防控工作提出具体实施方案[6-10]｡

然而，由于 COVID-19的潜伏期多为 3～7天[5]，可能有漏诊､隐瞒病史或意外走

错路线的患者出现在未做特殊防护的普通检查室｡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制定了放

射技师 COVID-19职业暴露的应急预案（图 1）｡ 

 

图 1  放射技师 COVID-19职业暴露应急预案流程图 

Fig.1 Emergency plan flow chart of radiographers’ 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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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COVID-19 职业暴露。根据呼吸道病原体职业暴露的定义，放射技师

COVID-19 职业暴露专指未经特殊防护的技师在为患者检查时意外接触

COVID-19患者，有可能被感染的情况[11-13]｡ 

2  组织架构及职责 

    由科主任担任现场总指挥，技术组负责人担任应急救援组长，CT､磁共振和

DR 三位组长分别担任外联应急､物资应急和人力应急联络人｡主要职责：①制定

COVID-19职业暴露应急预案，定期轮流，在当日工作岗位结束前进行考核及模拟

演练。②上报发生的事件及应急情况，接到上级通知后，安排患者转运，落实具体

方案。③应急预案的启动和终止。④应急处理，危害处置及恢复正常医疗秩序。 

3  风险分析 

3.1  危险源确定  ①三查七对：“三查”指登记前查、操作前查和书写发报告

前查，“七对”包括核对患者的姓名、性别、年龄、申请单部位、检查部位、胶

片部位和患者告知书。②影像学筛查：观察胸部 CT或 X线摄影有无 COVID-19

影像学表现[14-18]｡ 

3.2  事件分级  危险源确定后，进行 COVID-19职业暴露事件分级(表 1)，根据

危险源特性和波及范围分为重大事件、严重事件和一般事件｡ 

表 1  放射技师 COVID-19职业暴露事件分级表 

Tab.1  Classification of COVID-19 occupational exposure events for radiographers  

事件级别 评级标准 危险源特性 波及范围 

重大事件 符合以下任意一条：①危险源未做防护；

②危险源发生心脏呼吸骤停等意外，需

要立即进行就地处理或抢救；③A或 B

危险源满足 a, b, c任意 2条； ④C或 D

危险源同时满足 a, b, c。 

A隐匿病历； 

B隐瞒病史； 

C走错诊室； 

B分诊错误。 

a有陪同人员； 

b有放射科医技护

工作者密切接触； 

c危险源经过门急

诊或住院区域，造成

污染。 

严重事件 符合以下任意一条：③A或 B危险源满

足 a, b, c任意 1条； ④C或 D危险源满

足 a, b, c任意 2条。 

一般事件 符合：C或 D危险源满足 a, b, c任意

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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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处置流程  

4.1  现场处置  ①危险源确认后，暂停所属区域所有检查，放置围挡及警示标

识防止其他人误入｡②立即进行逐级上报。③待检患者及陪同人员：有条件的安

排待检患者及陪同人员在其他单独机器检查，如果无多余机器，则告知患者需等

待终末消毒结束（约 2h 后）才可以检查。与危险源有密切接触的患者或陪同人

员登记个人信息，联系发热门诊或传染科转运｡④放射技师：由医院专业部门确

认当班工作人员是否为密切接触者，如果确认，则由发热门诊或传染科安排转运

筛查，同时安排备岗工作人员做好三级防护进行现场处置；如果确认不属于密切

接触的工作人员，换三级防护装备进行现场处置｡⑤危险源及转运：已做检查的

危险源，联系传染科进行转运；未做检查的危险源在专用检查室检查，检查后转

运｡患者转运时应佩戴外科口罩，戴一次性手套､鞋套，等待传染科工作人员到场

用专用转运工具、走专用路线进行转运｡应急预案启动后危险源的检查及转运路线

见图 2｡⑥终末消毒：按 COVID-19疑似或确诊患者检查区要求进行终末消毒[6]｡ 

 

 

图 2  应急预案启动后患者检查及转运路线图 

Fig.2 Road map of patient inspection and transfer after the emergency plan is laun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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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善后处理  ①工作人员隔离：与院方进行沟通，做好工作人员的隔离安排

和病毒筛查，做到无感染早排查，有感染早发现早治疗；并做好家属的告知､抚慰

和帮助工作｡②查询密切接触者：通过 PACS查询其他有可能接触的患者信息，将

信息统一上报给院方｡③在发生 COVID-19职业暴露后，进行口头逐层级上报；电

子上报文件在事件发生后 24h内进行上报；如果事态严重程度高､影响范围广，科

室主任立即向上级汇报｡ 

4.3  事故调查  ①环节调查：查询患者从拿到申请单到影像科检查的整个过程

中是否存在与临床沟通不畅､患者告知不清楚､路线标识不明显､流程不简便､分诊

程序故障等问题，如果发现问题，应尽快更正并通过医院电子系统告知全院及影

像科全体工作人员｡②人员调查：调查陪检人员、临床开单医生、预约分诊人员和

检查室工作人员对疫情期间的工作环节是否存在掌握不清等现象，如果发现，及

时进行提醒和更正｡ 

5  评估 

5.1  早期识别评估  评估放射技师及诊断医师的对 COVID-19 影像学特征的识

别能力｡ 

5.2  物资准备评估  国家卫健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19]，

将 COVID-19纳入乙类传染病，并按照甲类传染病进行管理｡因此，应急物资清

单应包括工作人员三级防护物资(工作服､隔离衣､防护服､护目镜/面屏､防护口

罩､外科手套､全面呼吸防护器)[20]；消毒物资(含氯消毒剂、75%乙醇、一次性消

毒湿巾、免洗手消毒凝胶、高端仪器设备专用清洁消毒剂等)；患者及陪护人员

防护物资(外科口罩､一次性床单､一次性手套､一次性鞋套)｡定期评估个人防护

用品与设施的数量、效期及完整情况，如发现缺失､破损、过期等，及时进行更

换｡此外，还应评估放射技师对防护用品穿戴流程及要求的掌握情况｡ 

5.3  人力储备评估  在疫情爆发期间，每日每班必须有至少 1 名备班人员供弹

性调配，如发现人力资源不够，应立即向上级反映，必要时请院方协助进行人力

资源调配｡ 

5.4  系统评估  邀请医院感控督查组､传染科､发热门诊､急诊科等共同进行整

体评估，包括应急预案制定的合理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与其他科室之间沟通

通道的建立是否完整､快速及方便操作；放射技师组工作人员对应急系统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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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执行情况｡ 

讨    论 

此次应急预案的制定，参考了 2003年部分单位 SARS应急预案的经验、应急

预案制定要求以及呼吸道病原体职业暴露应急预案[11-13,21,22]，在此基础上，结合影

像科工作实际情况进行修正和完善，使其更符合影像科工作流程和实际需求｡据查

阅，目前国内外多围绕 COVID-19疑似和确诊患者进行区域划分[23]、环境改造和

流程重置，专用检查室的技师接触疑似或确诊患者，多采用二级防护或三级防护

｡大多数技师在普通岗位是一级防护，一旦发生疑似患者在普通检查室检查，很

有可能出现意外 COVID-19 职业暴露｡此类突发事件，目前并无详细的应急预案

共识｡因此，针对放射技师制定应急预案为当务之急｡然而，此次制定为影像科首

次针对公共卫生事件制定应急预案，可能存在流程或系统上的不足，且仅针对

COVID-19疫情，并不完全适用于所有公共事件，只是提供发生此类应急事件的

思路，希望在今后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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