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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妇科术后患者的

感染防控和护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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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传染性强#人群普遍易感% 本文总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期间妇科术后患者感染防控和护理管理措施% 通过结合国家推荐方案和临床实际情况#妇科护理团队提出

妇科术后患者的感染防控和护理措施#其中感染防控措施包括流动人员管理&医务人员防护&设置隔离病房&确

定疑似或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转运流程和环境管理#护理措施包括加强病情观察与护理&心理护理&健康

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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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公告#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

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

预防&控制措施*&+

%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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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途径主要是经呼吸道

飞沫传播及密切接触传播#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

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下存在经气溶胶传播

的可能*!+

% 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医院妇科作为

国家重点学科#疫情期间正常接诊患者% 由于手

术导致机体内环境紊乱#抵抗力下降#妇科术后患

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的风险会增加% 本文总

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妇科术后患者的

防控管理和护理措施#现报告如下%

!"妇科术后患者易感性特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以发热&乏力&干咳为

主要表现#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咽痛和腹泻等

症状*!+

#而妇科术后患者因为手术过程中机体内环

境紊乱和围手术期入量不足#致抵抗力下降#也可

能出现吸收热! ,$*$" F"&咳嗽&腹泻等相关症

状#导致难以准确区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与未感

染者#所以应加强妇科手术患者的感染防控和护理

管理%

#"感染防控

!$&%流动人员管理

!$&$&%病区出入管理$ 病区只开放一条通道#实

行 !) 4门禁管理#入口处摆放温馨提示牌和设置

预检工作台#安排专人对进出人员检测体温#进行

筛查#提高工作效率*$+

% 体温正常者佩戴口罩进

入病区% 体温异常者询问是否有流行病学接触

史#填写(妇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相关

防控巡查表)#建议前往定点医院发热门诊就医#

疑似感染患者按(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转

运流程)进行处理%

!$&$!%工作人员管理$ 科室对医护人员做到的

全员培训#确保熟练掌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

和隔离措施% 护士长每日巡查在岗医护人员有无

特殊接触史和体温登记情况#以及(妇科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相关防控巡查表)记录情

况#有异常及时登记上报处理%

!$&$$%患者及家属管理$ 患者家属疾病防护意

识和能力相对不足% 病区执行,临时家属探视限

制-制度*)+

#该制度已在多种传染病流行期间被

广泛采纳*- .#+

% 执行严格,一人一家属-#固定陪

护并发放陪护卡 & 张#家属或患者禁止去其他病

房及离开病区#如需更换家属#需向医护人员说明

并登记#同时病区做好健康宣教及沟通工作%

!$!%医务人员防护

根据防护级别#医护人员接触普通患者时#采

取一般防护#穿工作服&戴外科医用口罩% 接触疑

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时#采取一级防护#穿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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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服&隔离衣&防护服&戴医用外科口罩或 %'- 口

罩&一次性医用帽及护目镜等% 妇科医护人员在工

作中接触患者血液&体液及分泌物时均应戴乳胶手

套#遇到以上液体喷溅产生气溶胶时还应戴医用防

护口罩&护目镜&穿防渗隔离衣*(+

#防止病毒喷溅到

口面部及眼睛**+

#操作完后严格进行手卫生% 同

时#科室实行专人管理防护用品#根据国家卫生健

康委办公厅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中常见

医用防护用品使用范围指引!试行")的内容#设置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用防护箱#放于特定位置#便

于应急及诊治隔离患者时使用#内配置医用防护口

罩&护目镜&防护面罩9防护面屏&隔离衣&防护服&

乳胶检查手套&防水靴套等*' .&"+

#既保障为医务人

员提供足够合格的防护用品#又杜绝不合理使用造

成防护用品浪费%

!$$%设置隔离病房

隔离病室应当满足单间隔离要求% 隔离病室

主要用于安置符合病例定义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疑似病例*$+

% 因此科室将带有缓冲间的

单人病房设置成隔离病房#并制定专用工作路线

及转运路线#缓冲间内准备医护人员所需防护用

品!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用防护箱"及含醇类

手消毒液#作为科室疑似患者隔离观察备用%

!$)%制定疑似或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转

运流程

完善病区术后患者疑似或确诊感染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的工作及转运上报流程#由经防护培训

医护人员携带抢救用品进行转运#使用专用电梯&

专用路线*&&+

% 无法转运的患者应专人照护&单间

隔离#转运后照护人员接受医学观察 ! 周#每日记

录有无异常情况% 同时#制订急诊收治疑似或确

诊且需行急诊手术的妇科患者工作及转运流程%

$"环境管理

$$&%通风换气

首选自然通风#尽可能打开门窗通风换气#也

可采用机械排风% 如使用通风系统为全空气系统

的空调时#应当关闭回风阀#采用全新风方式运

行*&! .&$+

% 本病区采取每日开窗通风 ! /$ 次#每

次通风时间不低于 $" ?)*#促进室内空气流通#采

取中央空调送风时关闭回风阀% 空气消毒采用循

环风空气动态消毒机#& 次91#每次
!

& 4%

$$!%病房污染对象消毒

普通病房的消毒液根据5G92$#((医疗机构

消毒技术规范)&5G92-&! .!"&#(医疗机构环境

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规范)&国家卫健委(医疗机

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第

一版"的通知)

*(+和(国家卫健委关于做好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

理工作的通知)

*&)+等相关文件执行% 医院妇科病

房为医院感染中度风险科室#体温枪9计&监护仪&

血压计&输液泵&理疗仪&病历夹等采用清洁或低

度水平消毒#每日消毒次数
!

& 次#所有医疗仪器

及用品遇污染后先清洁&后消毒#长期使用后至少

& 次彻底清洁及消毒% 清洁区物表及地面选用

-"" ?+9H的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每日消毒次数

!

! 次'潜在污染区和污染区物表及地面选用

-"" ?+9H的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每日消毒次

数
!

$ 次%

隔离病房污染对象消毒按照国家卫健委制定

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 !第三

版")

*&-+建议执行#见表 &%

表 !"新型冠状病毒隔离病房内污染对象的消毒建议

污染对象 消毒剂 消毒方式

室内空气 过氧乙酸&过氧化氢等 喷雾法

污染物!患者血液& 分泌

物等"

含氯消毒液!- """ ?+9H.&" """ ?+9H"

少量可用一次性吸水材料沾取消毒液移除'大量

应用含吸水成分 的消毒粉完全覆盖

地面&墙壁 含氯消毒液!& """ ?+9H"或二氧化氯!-"" ?+9H" 擦拭或喷洒消毒

物体表面 含氯消毒液!&""" ?+9H"或二氧化氯!-"" ?+9H" 擦拭&喷洒或浸泡消毒

被褥等织物 含氯消毒液 -"" ?+9H

建议均按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理'如需重复使用

先用 -"" ?+9H的含氯消毒液浸泡消毒后按常规

清洗%

$$$%医疗废物处置

将疫情防治过程中产生的感染性医疗废物与

其他医疗废物实行分类分流管理*&#+

% 对于疑似

患者产生的所有垃圾均按照感染医疗废物处理#

使用双层黄色医疗废物垃圾袋收集#包装外应贴

有明确标识!,疑似新冠-或者,新冠-"并及时规

范密封#专人处置%

%"病情观察与护理

在日常的诊疗护理过程中#普通科室加强对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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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患者的病情观察*$+

% 在妇科术后患者常规护理

的基础上#重点监测术后患者生命体征#监测患者

的血常规&3反应蛋白 !3BI"&血清降钙素原

!I32"&器官功能&凝血功能&动脉血气分析和胸部

显像*&(+

% 同时观察患者有无发热&气促&咳嗽&乏

力&腹泻等症状% 若患者有发热!体温0$($$ F"&

咳嗽&肺部有浸润影或磨玻璃样改变!由医生确

认"&腹泻&白细胞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

少等情况#及时上报登记% 如患者有流行病学接

触史#且符合上述临床症状中的 ! 条'无流行病学

接触史#符合临床症状中的 $ 条#纳入疑似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术后患者处理*!+

%

&"心理护理

妇科手术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率较高*&* .&'+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发生可能会加重患者负

面情绪% 因此#结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

众心理自助与疏导指南)

*!"+

#建议如下$

!

避免信

息过载$患者及家属客观&真实地了解疫情相关信

息#避免疫情所带来的过度恐慌和紧张%

"

正确

看待反应$在疫情影响下#妇科术后患者更容易感

到紧张&恐慌&焦虑&抑郁% 通过音乐治疗或者正

念&冥想等方法#帮助患者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

减少消极应对方式#从而舒缓全身%

#

寻找情感

支持$患者疫情期间只允许 & 名家属陪护#患者可

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与亲友聊天沟通#释放心理

压力#减轻负面情绪#从中获取鼓励和支持% 也可

以寻求专业的心理学帮助#如阅读科普文章&观看

媒体节目&拨打心理热线咨询等方法获得情感支

持#及时转移注意力#消除不良情绪%

$

合理安排

作息$保持病房环境安静舒适#减轻术后患者恶

性&呕吐&疼痛等不适症状#使患者能够规律作息%

'"健康教育

#$&%配合医院检查工作

患者及家属如有疫区居住史&旅游史&直接或

间接接触过疫区人员&发热人员及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患者9疑似患者#需主动上报%

#$!%做好预防

指导患者及家属正确佩戴口罩#做到,一人一

用-#建议 !) 4佩戴#如口罩污染&变形等#应及时

更换口罩#需再次使用的口罩可单独存放于清洁&

透气的纸袋中*&"+

% 指导患者手卫生$陪护外出归

来时&进食前&入厕后&接触分泌物后&戴口罩前&

脱口罩后&接触公共设施或物品后需严格洗手%

不便洗手时#可以使用含醇类成分的免洗洗手液

或者湿纸巾进行手部清洁!过敏者慎用"% 强调个

人卫生#毛巾&水盆等生活用品专人专用#不用未

洗的手触摸口&眼&鼻#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或

肘部掩住口鼻*&"+

% 住院期间产生的垃圾按照病

区规定丢弃%

#$$%安全饮食

结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预防指

南$膳食营养临时指南)

*!&+和患者自身实际情况#

三餐可由医院营养食堂负责配送% 家中送餐者在

烹饪鸡&鸭禽类和猪肉&牛肉等肉制品时候#应彻

底煮熟#水果用可食用洗洁精清洗干净后再用流

动水清洗干净% 碗筷可放于锅中用沸水煮 &- /

$" ?)*消毒%

#$)%活动与休息

根据加速康复外科!DBCG"专家共识*!!+

#术

后患者应早日下床活动#有助于预防感染和下肢

深静脉血栓#促进康复% 患者疫情期间限制活动

范围为病室及病房走廊#专人陪护#活动时均需佩

戴好口罩#晚间按时休息#良好的睡眠对维持生命

活动&保持体魄健康具有重要作用#住院病人作为

特定的人群更需要有充足的睡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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