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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腹膜透析患者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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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腹膜透析是尿毒症患者肾脏替代治疗方式的一种% 腹膜透析患者由于营养状况低下#身体免疫力低#

并合并有多种慢性疾病#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易感人群% 本文初步探讨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腹膜透析

患者的管理措施#包括建立应急预案&医务人员的培训&患者就诊管理&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管理&病区管理和

居家患者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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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尿毒症肾脏替代治疗的方式主要有 $

种$血液透析&腹膜透析&肾移植% 随着城乡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的普及和国家卫生政策的调控#腹

膜透析患者持续增长(&)

% 腹膜透析患者普遍营

养状态较差#抵抗力低下#并且多合并有其他慢性

疾病#属于新型冠状病毒易感人群% 因此在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 ,$)

#如何做好腹膜透析

患者的管理#降低腹膜透析患者就诊过程中的感

染风险和减少相关问题尤为重要% 本文初步探讨

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腹膜透析患者的管

理措施#旨在保证医务工作者&患者及家属生命安

全及健康#保障透析治疗有序&安全&有效的进行%

!"制定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院内感染

的应急预案

&$&%患者入院前防范

工作人员通知患者住院时#须详细询问患者

及陪同办理住院家属的流行病学史及临床表现#

符合疑似病例者#取消住院并建议患者和9或家属

到就近的定点医院进行排查%

&$!%患者入科时防范

所有收治住院的患者及家属均应按规定佩戴

口罩% 在护理单元入口#护士给予新入院患者及

陪同家属测量体温#详细询问流行病学史及临床

表现% 发现疑似患者#立即采取以下措施$

!

针对

疑似患者#应立即给患者及家属更换外科口罩#更

换的口罩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医疗废物进

行处理'

"

通知医生对患者及家属进行排查#如不

能排除#原则上接诊医护人员进行二级防护'

#

立

即上报病区主任及护士长'

$

将疑似患者安置于

隔离室'

%

疑似患者及其家属经过的区域和接触

的物品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要求严格消毒'

&

护士长上报护理部9护理与医院感染管理处%

医生上报医院感染管理部&医务部#并联系院区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救治专家工作组会诊#会诊

后仍怀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4 内网络直报#并

联系采集呼吸道或血液标本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

'

非诊疗活动#患者及陪护人员严禁离开隔离

病室#三餐由护士接入隔离病室'

(

安排专人进行

诊治和护理#尽量减少接触的人员数'

)

等待结果

的过程中#接触人员避免与其他人员接触'

*

所有

用物及仪器设备专室专用'患者生活垃圾按医疗

废物处理#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要求#严格规

范处理医疗废物'患者在科期间#按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防控要求#有效落实隔离室的日常消毒'确诊

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者#按要求转运至定点病房

进行诊治#相关接触人员按要求进行隔离'患者离

开后#隔离室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要求严格

落实终末消毒%

&$$%住院患者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应急预案

住院患者一旦怀疑新冠病毒感染#立即采取

以下措施$

!

患者及家属更换外科口罩#更换的口

罩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医疗废物进行处

理'

"

原则上提供诊治及护理的人员进行二级防

护'

#

上报病区主任及护士长'

$

将患者立即转入

单间隔离病室#非诊疗活动#患者及陪人严禁离开

隔离病室#三餐由护士接入隔离病室'

%

护士长上

报护理部9护理与医院感染管理处% 医生上报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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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感染管理部&医务部#并联系院区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患者救治专家工作组会诊#会诊后仍怀疑新

型冠状病毒病毒感染#! 4 内网络直报#并联系采

集呼吸道或血液标本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

安排专人进行诊治和护理#尽量减少接触的人员

数'

'

等待结果的过程中#接触人员避免与其他人

员接触'

(

所有用物及仪器设备专室专用'

)

患者

生活垃圾按医疗废物处理#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防控要求#严格规范处理医疗废物'

*

患者在科期

间#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要求#有效落实隔离

室的日常消毒'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者#按要

求转运至定点病房进行诊治#相关接触人员按要

求进行隔离'患者离开后#隔离室及处置室按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防控要求严格落实终末消毒%

#"医务人员的培训

!$&%建立腹膜透析患者管理微信群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制定的工作流

程&应急预案发送到群内#组织医务人员学习#并

通过在线平台+问卷星,进行考核%

!$!%进行应急预案演练及操作的考核

制定应急预案脚本#全员进行% 操作考核内

容为穿脱防护用具% 在疫情肆虐的特殊时期#限定

时间为 &周% 每人上班时录制穿脱防护用具的视

频#并发至微信群内#最后集中将视频发送给医院

感染专家#给予集中点评#对于操作过程中不足及

缺陷#反馈至个人#进行整改#直至完全达标为止%

$"患者就诊管理

制定疫情期间患者就诊流程#见表 &%

%"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管理

)$&%制定疫情防控期间患者核查记录表

该表单包含 &" 个核查内容#涵盖患者的姓

名&住院号&身份证&现居住地&症状&体征&体温以

及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流行病学调查#对患

者进行筛查%

图 !"疫情期间患者就诊流程

)$!%制定疫情防控期间陪护人员核查记录表

该表单包含 ' 个核查内容#涵盖陪护人员的

姓名&身份证号&与患者的关系&现居住地&症状&

体征&体温以及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流行病

学调查#对陪护人员进行筛查%

)$$%患者及陪护人员的防护管理

患者及陪护人员均需佩戴口罩% 病区内设定

专门的口罩丢弃区#入院时讲解佩戴口罩的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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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

&"病区管理

*$&%探视制度

实施 !) 4门禁#谢绝探视#陪护人员固定%

*$!%就餐制度

餐厅每个楼层设置+饭菜提供点,#每天上午

-$"" ,&"$"" 到病区集中订餐% 禁止外卖入院%

*$$%病房管理

将腹膜透析患者安排在腹膜透析病房#病房

每天采用紫外线灯消毒%

*$)%腹膜透析室管理

*$)$&%环境空气消毒$ 按照-医院空气净化管理

规范.!5F92$#- ,!"&!"#加强诊疗环境的通风和

空气消毒#增加空气消毒频率和时长!每天 $ 4"%

*$)$!%环境表面消毒$ 透析室设备&物体表面&环

境的消毒以及污染物品的规范处理应严格按照-医

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5F92$#( ,!"&!"和-医疗

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规范.!5F92*&! ,

!"&#"要求进行管理#并加强监督落实% 透析室内

所有物品用 (*G酒精擦拭物体表面#! 次91% 地面

可用& """ ?+9H的含氯消毒剂擦拭% 被患者血液&

体液&分泌物等污染物污染的医疗器械&物体&血透

机表面等#可使用 ! """ .* """ ?+9H含氯消毒剂

消毒擦拭#消毒剂作用时间/$" ?)* 后擦拭干净%

被污染的地面#用 ! """ .* """ ?+9H含氯消毒剂

喷洒消毒&作用时间/$" ?)*后清洁干净%

*$)$$%加强医疗废物的管理$ 严格按照-医疗废

物管理条例.和-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

法.有关规定处置和管理%

'"加强居家患者的管理

#$&%居家环境管理

腹膜透析居家隔离房间每天通风 $ 次#每次

不少于 $" ?)*% 每天用紫外线灯消毒())

% 腹膜透

析换液操作前需关闭门窗% 保持桌面的清洁%

#$!%生命体征监测

每日需要至少监测 ! 次体温#如出现发热&干

咳&乏力甚至腹泻症状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疑似

症状#尤其有流行病学史的患者#在做好防护的情

况下及时于当地定点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加强营养支持

腹膜透析患者普遍存在营养状态差和抵抗力

低下#并合并有多种慢性疾病#属于新型冠状病毒

的易感人群% 在疫情防控期间#要求腹透患者每

日补充 &$! .&$* +9I+ 蛋白#其中 *"G以上为优

质蛋白#包括精肉&鸡蛋&牛奶等% 此外每日推荐

需要的热量为 $* I70#9I+#其中脂肪占总热量的

$"G .$*G#还需补充必要的维生素#根据电解质

水平调整饮食方案#避免电解质紊乱())

%

#$)%保证碘伏帽"腹透液存量充足

若碘伏帽&腹透液存量不足#可参照就诊流程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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