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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防控专栏!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期间预防肺功能检查交叉感染专家共识

上海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功能学组

上海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功能学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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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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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结合肺功能检查

的操作特殊性#本共识从受试者和检查室的准备$肺功能操作人员的防护$仪器的清洗和消毒$特殊情况的应对以及感控的监

督等方面#制订了在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下预防肺功能检查交叉感染的具体措施%当前疫情防控重要阶段#建议暂缓肺

功能检查#如临床急需#要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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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功能检查在呼吸道疾病诊断$治疗和预后评

估上具有重要意义%肺功能仪器本身结构特点$检

测方法的特殊要求都会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

L@A

"疫情防

控中#严格根据-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

防与控制技术指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

疗方案.$-新型冠状病毒!

!"$E#<@5X

"感染的肺炎

防控中常见医用防护用品使用范围指引.$-医疗机

构消毒技术规范.$-医院空气净化管理规范.和-医

务人员手卫生规范.等具体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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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肺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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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提供关于预防肺功能检查交叉感染的具体措

施和建议势在必行%

C

!

肺功能检查交叉感染防护工作的紧迫性

肺功能检查操作具有一定特殊性#它需要采集

患者的呼出气体的容积和流量%操作过程中患者

会出现咳嗽$咳痰$打喷嚏$牙龈出血$口腔开放性

损伤等#可能会发生血液$体液或分泌物等喷溅%

尤其患者在用力呼气过程中#产生较大呼气流量#

足以使污染物雾化到空气中#使病原体通过直接接

触或雾化飞沫的间接接触#发生医患或患患之间的

交叉感染+

.#$F

,

%

D

!

交叉感染防控的具体措施及建议

!1$

!

受试者的准备

!1$1$

!

已明确感染者或疑似感染者
!

对于此类处

在隔离期的患者#不建议行肺功能检查%

!1$1!

!

其他受试者
!

在疫情防控的重要阶段#建

议暂停或暂缓进行肺功能检查#待疫情控制后再进

行%如临床需要#在做好防护前提下可进行必要的

肺功能检查项目#以协助疾病诊疗%

!1$10

!

受试前的准备
!

开展肺功能检查前#参照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

!

,

#再次询问

流行病史和临床表现#排除疑似病例%流行病学史

包括(

!

$

"临床表现有无发热和!或"呼吸道症状$特

征性肺炎影像学特征或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

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

!

!

"近
$N,

内有无疫区及其周边地区#或其他

有病例报告社区的旅行史或居住史%

!

0

"近
$N,

内有无与新冠肺炎感染者!核酸检

测阳性者"接触史%

!

N

"近
$N,

内有无曾接触过来自疫区及其周边

地区#或来自有病例报告社区的发热或有呼吸道症

状的患者%

!

F

"有无聚集性发病%

!1!

!

检查室的准备工作

!1!1$

!

空气流通
!

检查室应该始终保持空气流通%

!1!1!

!

消毒
!

严格按照-医院空气净化管理规范.

要求#进行空气消毒+

%

,

%任何空气净化装置都不能

代替空气消毒%仪器表面$地面等的清洁与消毒#

完全遵照-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

+

N

,

#可以通过紫

外线照射$有效氯浓度或
.FZ

乙醇的喷洒和擦拭等

方式#有效灭活病原体%

!10

!

肺功能操作人员的防护

!101$

!

肺功能操作人员的基本防护
!

严格按照国

家要求#正确穿戴和脱摘一次性乳胶检查手套$帽

子和医用防护口罩#佩戴护目镜#着防护服或隔

离衣+

$

#

0

,

%

!101!

!

肺功能操作人员的手卫生
!

肺功能操作人

员在诊疗过程中#未发现明显污染物时#可以使用

速干手消毒剂%任何情况下#接触患者血液$唾液

或痰液等体液后#都应该立即严格按照-医务人员

手卫生规范.的要求执行手卫生+

F

,

%

!1N

!

仪器的清洗和消毒

!1N1$

!

肺功能仪器的清洗和消毒
!

管道$阀门和

接口等配件的清洗和消毒的方法必须遵照-医疗机

构消毒技术规范.

+

N

,

%主要步骤包括(

!

$

"水洗%严格按要求清洗干净#管路中如有

痰痂或血渍等污物#需用多酶清洗液浸泡后#再彻

底清洗干净%

!

!

"消毒液充分接触和浸泡%常见消毒液的有

效氯浓度要达到
$"""H

=

)

[

#或者直接采用
!Z

戊

二醛溶液%消毒液要每周更换
$

次#常规浸泡时间

是
0"H><

%

!

0

"纯化水充分冲洗%

!

N

"晾干备用#保存时间不超过
$

周%

!

F

"有关清洗消毒的频率(

"

在使用一次性呼

吸过滤器的前提下#每完成
$F

人次#就要对管道$接

口和传感器进行清洗和消毒#每个工作日清洗消毒

的次数不低于
!

次*

#

任何仪器设备的组件上如果

看到血液$体液$分泌物或呼出气体冷凝液都应该

立即进行清洗消毒*

$

对于开放
#

环路系统#其中进

行重复呼吸的环路部分需要在每个患者检查之后

进行清洗消毒#消毒后密封储存以备下次使用%

!1N1!

!

肺功能检查中一次性物品的使用
!

肺功能

检查必须使用一次性咬嘴和呼吸过滤器#用后统一

销毁#不可反复使用%通过使用呼吸过滤器#可以

有效地滤除和吸附
EEZ

呼出气中的颗粒#是有效防

止肺功能检测设备被污染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使用呼吸过滤器#也并不能降低对肺功能仪器

常规清洗和灭菌的要求%肺功能检查中#传感器如

果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使用+

E

#

$$#$!

,

%

!1N10

!

其他装置的消毒和清洗
!

用于药物吸入的

小型雾化装置#必须进行消毒以破坏有繁殖力的微

生物$真菌孢子$结核菌和病毒+

E

#

$$#$!

,

%反复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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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可能存在唾液$飞沫等分泌物的污染#建议

使用一定比例的多酶清洗液浸泡加超声震荡的方

法处理传感器后#用去离子纯化水或蒸馏水清洗后

自然晾干备用%

!1F

!

特殊情况的应对策略
!

对于某些患者#肺功能

检查前未见异常#检查完成后#发现明确感染者或疑

似感染者#应立刻暂停检查室日常工作#严格对检查

室空气消毒#仪器重新清洗消毒#操作人员按规定隔

离观察+

$

,

#等待排除疑似后再恢复肺功能检查%

!1%

!

感染控制的监督
!

加强感染控制的监督工

作#包括那些反复消毒$可重复使用的部件#例如呼

吸管道和阀门都应该定期在消毒后进行细菌培养#

定期监测用于浸泡的消毒液有效浓度#以保证感染

防控的有效性+

E

#

$$

,

%

执笔#李
!

丽
!

审校专家#宋元林!金美玲

撰写专家组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毕蓉蓉"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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