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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该文根据我院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空间管理模式和消毒标准，详细阐述了医院区域划分、人员物资配置、人
员防护标准和空间消毒标准，以期为疫情期间口腔诊疗机构的运行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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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底爆发于湖北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传染性强，加之口腔诊疗的特殊性，口腔医务人员及相

关工作人员的感染风险显著增高，为疫情期间口腔医

院的运行与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１－３］。为了做好口

腔专科医院的疫情防控工作，优化各类防控物资和人

员的分配，在充分考虑医院各类区域的职能与特点的

基础上，我院将院内的整体空间划分为五大类２０个
区，进行分类、分级管理。根据各区域的职能和特点，

有针对性地制定人员物资配备、防护措施及消毒标准

等方案，确保口腔专科医院的管理做到疫情防控和诊

疗工作统筹兼顾、重点突出。

１　区域划分及职能

疫情期间，医院作为高感染风险场所，应按照相应

职能将整体空间划分为不同区域，分类、分级管理。作

为口腔专科医院，按照医院各区域相应职能将院内整

体空间划分为门诊、住院部、行政办公、后勤保障、公共

生活五大类，详细划分为２０个区。各区域的定义及职
能见表 １。

２　各区域物资配备

各区域职能的有效发挥，区域间的相互协调联动

是口腔医院医疗活动正常运行和防控工作扎实进行的

重要保障。为充分发挥各区域职能，按照各区域特点

应配备相应的物资，以满足各区域的使用需求。各区

域物资配备见表 ２。

３　各区域消毒标准

各区域在行使职能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程度人员与

·３６·实用口腔医学杂志（ＪＰｒａｃｔＳｔｏｍａｔｏｌ）２０２０Ｍａｒ，３６（２）



表 １　医院区域划分、人员配备及职能
Ｔａｂ１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Ｚｏｎｉｎｇ，Ｓｔａｆｆｉｎｇ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区　域 人员配备① 职能

门

诊

区

域

体温检测区 保安、护士 在大门和科室入口处检测患者及陪人体温，登记身份信息，检查个人防

护，限制陪人数量等。

初检筛查区 护士 在咨询台通过看、听、问、检②详细了解患者基本情况，对患者病情进行初

步筛选，并请患者填写《预检分诊单》。

挂号分诊区 医生、挂号员 根据患者主诉进行分诊并挂号，非急危重症患者建议择期就诊，请挂号患

者填写《疫情期间就诊知情同意书》。

患者候诊区 保安 合理安排候诊患者，维持候诊秩序，尽量分散候诊患者。

普通诊疗区 医生、护士 对患者进行口腔检查，制定诊疗计划，为患者进行非喷溅诊疗，并进行口

腔健康宣教。

喷溅诊疗区 医生、护士 为独立诊室，使用涡轮机、三用枪等对患者进行喷溅操作诊疗。

清洗消毒区 护士 回收污染的医疗器械，进行清洗、消毒和灭菌，按需按岗发放清洁的医疗

器械。

污物暂存区 护士 集中存放污染的医疗器械等。

更 衣 室 医生、护士等 诊疗前后医护人员更换衣物。

药房 药师 根据处方为患者配发所需药品，并进行用药交代。

检验检查区 检验、影像、病理科工作人员 负责患者的血液、体液等各项生化指标的检验和影像学检查，以及病理标

本的处理和诊断。

住

院

部

区

域

体温检测区 保安、护士 同门诊体温检测区。

医护办公区 医生、护士 负责办理入院出院、下达医嘱、会诊、医患沟通以及其他医疗事务。

检验检查区 检验、影像、病理科工作人员 同门诊检验检查区。

病房 住院患者、陪人 为患者提供休息、观察、非手术治疗和简单手术治疗。

药 房 药师 保障住院患者的药品调剂。

手术室 医生、护士 负责医院手术室、麻醉科的行政及业务管理，合理安排手术，配合医生完

成手术。

行 政 办 公 区 机关工作人员 统筹协调包括疫情防控在内的各项行政管理管理工作。

后 勤 保 障 区
库房管理员、厨师、分餐员、

配送员、售货员等

物资库房、食堂、超市等保障类区域，为医院运行提供物资器材等，并为工

作人员和患者提供饮食、生活用品等。

公 共 生 活 区 保安、保洁等
医院广场等活动区、家属生活区及公共道路、楼梯、卫生间等工作人员及

家属、患者及陪人公用场所。

注：①各类人员的防护标准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口腔医院防护标准（一）————工作人员的防护》等［４－５］；② 看：观察其外
在表现有无精神萎靡、惧寒乏力、腹泻流涕等状况；听：听其有无干咳、气喘、呼吸困难等状况；问：询问其主诉相关症状和最近１４
ｄ内的行动轨迹及小区是否有疑似、确认病例；检：再次对其体温进行检测，手卫生消毒

物品的集中与接触，为疫情防控工作增加了风险，所以

各区域有效的环境消毒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工作。根据

接触人群和环境特点，空间消毒的标准也有所调整。

其中人群分布复杂、人员密度集中、人流量大的诊疗区

域应加强消毒措施。行政办公区、后勤保障区和公共

生活区等人员相对分散且固定的区域在保证防控效率

的前提下可相对调整消毒要求［６］。各区域具体消毒

标准见下文。

３．１　体温检测区、初检筛查区、挂号分诊区、患者候诊
区消毒标准

见表 ４。
３．２　普通诊疗区、喷溅诊疗区消毒标准
　　见表 ４。
３．３　清洗消毒区消毒标准

器械清洗消毒完毕后使用１０００ｍｇ／Ｌ有效氯的
含氯消毒液进行地面、台面、物品表面、物品周转箱擦

拭消毒，不耐腐蚀的物品表面使用７５％的酒精进行擦
拭。每次转运结束后用１０００ｍｇ／Ｌ有效氯的含氯消
毒液擦拭厢体按键，并对厢体空气喷洒消毒。

３．４　污物暂存区消毒标准

·４６· 实用口腔医学杂志（ＪＰｒａｃｔＳｔｏｍａｔｏｌ）２０２０Ｍａｒ，３６（２）



表 ２　各区域物资配备
Ｔａｂ２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ｒｅａｓ

区　域 配　备

门

诊

区

域

体温检测区 红外线体温测量仪、电子体温计、信息登记册、免洗手消毒凝胶、含氯消毒液等

初检筛查区 电子体温计、预检分诊单、免洗手消毒凝胶、含氯消毒液等

挂号分诊区 电子体温计、疫情期间就诊知情同意书、免洗手消毒凝胶、循环风空气消毒机、含氯消毒液等

患者候诊区 循环风空气消毒机、含氯消毒液等

普通诊疗区 避污膜、聚维酮碘含漱液、洗手液、免洗手消毒凝胶、循环风空气消毒机、含氯消毒液等

喷溅诊疗区 喷溅诊疗区紫外线灯、避污膜、聚维酮碘含漱液、洗手液、免洗手消毒凝胶、循环风空气消毒机、含氯消

毒液等

清洗消毒区 清点台、手工清洗工作站、煮沸消毒机、全自动喷淋式清洗消毒机、高压气枪、医用低温干燥柜、医用封

口机、涡轮手机注油机、压力蒸汽灭菌器、污染物品回收箱、灭菌物品周转箱、含氯消毒液等

污物暂存区 含氯消毒液、收纳箱等

更 衣 室 含氯消毒液等

药 房 免洗手消毒凝胶、循环风空气消毒机、含氯消毒液等

检验检查区 免洗手消毒凝胶、循环风空气消毒机、含氯消毒液等

住

院

部

区

域

体温检测区 电子体温计、信息登记册、免洗手消毒凝胶、含氯消毒液等

医护办公区 免洗手消毒凝胶、含氯消毒液等

检验检查区 免洗手消毒凝胶、循环风空气消毒机、含氯消毒液等

病房 循环风空气消毒机、含氯消毒液等

药房 免洗手消毒凝胶、循环风空气消毒机、含氯消毒液等

手术室 层流净化装置、洗手液、含氯消毒液等

行政办公区 电子体温计、信息登记册、免洗手消毒凝胶、含氯消毒液等

后勤保障区 电子体温计、信息登记册、免洗手消毒凝胶、含氯消毒液等

公共生活区 电子体温计、信息登记册、免洗手消毒凝胶、含氯消毒液等

表３　体温检测区、初检筛查区、挂号分诊区、患者候诊区消毒
标准

Ｔａｂ３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ｉｎｉｔｉａｌ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ａｒｅａ，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ｉａｇｅａｒｅａ，ａｎｄ
ｗａｉｔｉｎｇａｒｅａｓ

部位／物品 消毒方式 消毒频次

体温枪 含醇类消毒湿巾或１０００ｍｇ／Ｌ有效氯
的含氯消毒液擦拭

１次／２ｈ

登记台 含醇类消毒湿巾或１０００ｍｇ／Ｌ有效氯
的含氯消毒液擦拭

１次／２ｈ

候诊椅 １０００ｍｇ／Ｌ有效氯的含氯消毒液擦拭 ２次／ｄ

地面 １０００ｍｇ／Ｌ有效氯的含氯消毒液拖地 １次／２ｈ

空气 ０．２％过氧乙酸消毒液喷洒 ２次／ｄ

　　要求每日清理转运污染物品后使用１０００ｍｇ／Ｌ
有效氯的含氯消毒液擦拭污物存储箱及转运车、拖暂

存间地面、对空气进行喷洒消毒。

３．５　药房及更衣室的消毒标准
见表 ５。

３．６　检验检查区消毒标准
见表 ６。

３．７　医护办公区消毒方法
见表 ７。

３．８　病房消毒标准
见表 ８。

３．９　手术室和麻醉ＩＣＵ消毒标准
我院手术间为层流手术间。每台手术结束或麻醉

ＩＣＵ使用完毕后开启风机进行自净，同时使用 １０００
ｍｇ／Ｌ有效氯的含氯消毒液擦拭手术床及边台、并拖地
面。

３．１０　行政办公区、后勤保障区消毒标准
行政办公区、后勤保障区公用地面及物表使用

５００ｍｇ／Ｌ有效氯的含氯消毒液 １次／日进行消毒，３
次／日开窗通风。
３．１１　公共生活区消毒标准

公共生活区的物体表面、地面用５００ｍｇ／Ｌ有效氯
的含氯消毒液２次／ｄ擦拭和拖拭，电梯使用５００ｍｇ／Ｌ
有效氯的含氯消毒液１次／２ｈ擦拭和拖拭，如遇污染
随时消毒。

·５６·实用口腔医学杂志（ＪＰｒａｃｔＳｔｏｍａｔｏｌ）２０２０Ｍａｒ，３６（２）



表 ４　普通诊疗区、喷溅诊疗区消毒标准
Ｔａｂ４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ａｎｄｓｐｒａ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ｒｅａ

部位／物品 消毒／灭菌方式 消毒频次

诊疗器械 压力蒸汽 一用一灭菌

综合治疗台 含醇类消毒湿巾或１０００ｍｇ／Ｌ有效氯的含氯消毒液擦拭 一用一消毒

边台 含醇类消毒湿巾或１０００ｍｇ／Ｌ有效氯的含氯消毒液擦拭 一用一消毒

地面 １０００ｍｇ／Ｌ有效氯的含氯消毒液拖地 ２次／ｄ
空气 紫外线循环风空气消毒机；０．２％过氧乙酸消毒液喷洒（加强消毒）

开窗通风

２次／ｄ
３次／ｄ

患者口腔 聚维酮碘含漱液口内含漱１ｍｉｎ 治疗前后

表 ５　药房及更衣室的消毒方法
Ｔａｂ５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ａｎｄｌｏｃｋｅｒｒｏｏｍ

区域／物品 消毒方式 消毒频次

发药柜台 ５００ｍｇ／Ｌ有效氯的含氯消毒液擦拭 ２次／ｄ

药房室内空气 开窗通风 ≥３次／ｄ

药房地面 ５００ｍｇ／Ｌ有效氯的含氯消毒液拖地 ２次／ｄ

更衣室空气 开窗通风

紫外线循环风空气消毒机（加强消毒）

≥３次／ｄ

２次／ｄ

更衣室地面 ５００ｍｇ／Ｌ有效氯的含氯消毒液拖地 ２次／ｄ

表 ６　检验检查区消毒标准
Ｔａｂ６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部位／物品 消毒方式 消毒频次

检查设备
含醇类消毒湿巾或１０００ｍｇ／Ｌ有效氯

的含氯消毒液擦拭
一用一消毒

登记台
含醇类消毒湿巾或１０００ｍｇ／Ｌ有效氯

的含氯消毒液擦拭
１次／２ｈ

地面 １０００ｍｇ／Ｌ有效氯的含氯消毒液拖地 ２次／ｄ

空气 ０．２％过氧乙酸消毒液喷洒
开窗通风

２次／ｄ
３次／ｄ

表 ７　医护办公区消毒方法
Ｔａｂ７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Ｏｆｆｉｃｅ

部位／物品 消毒方式 消毒频次

办公设备 含醇类消毒湿巾擦拭 ２次／日

办公桌椅 ５００ｍｇ／Ｌ有效氯的含氯消毒液 ２次／日

地面 ５００ｍｇ／Ｌ有效氯的含氯消毒液拖地 ２次／日

空气 紫外线循环风空气消毒机

开窗通风

２次／ｄ
３次／ｄ

４　结　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上升为国际关注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预期该疫情仍会在一定程度上持续一段

时间。口腔疾病常可导致一些难以忍受的疼痛症状，某

些创伤、感染性疾病甚至可危及患者生命，因此疫情期

表 ８　病房消毒标准
Ｔａｂ８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Ｗａｒｄｓ

部位／物品 消毒方式 消毒频次

床单位 １０００ｍｇ／Ｌ有效氯的含氯消毒液擦拭 ２次／ｄ

被服 集中清洗消毒 遇污染随时

更换消毒

地面 １０００ｍｇ／Ｌ有效氯的含氯消毒液拖地 ２次／ｄ

空气

紫外线循环风空气消毒机

０．２％过氧乙酸消毒液喷洒（加强消毒）
开窗通风

２次／ｄ
１次／ｄ
３次／ｄ

间口腔疾病的诊疗工作仍要持续［７］。面对当前形势，

医院根据口腔诊疗特点制定的空间管理与消毒方法在

实际运行过程中证实有效，可在达到预期防控效果的

同时优化物资人员配置。希望我院的空间管理模式与

消毒方法，能为其他类似口腔医疗机构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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