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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务人员职业暴露处置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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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科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



医院感染防控总则
• 完善医院组织架构，配备合格及足量的感染管理专职人员
• 完善感染防控相关制度、流程，并落实，标识清晰
• 开展院感防控全员培训，提升感染防控意识、知识与技能
• 医疗机构全员落实标准预防措施：手卫生、咳嗽礼仪、消毒隔离、
防护用品的使用、医疗废物管理等。

• 加强对重点部门、重点环节、重点人群的感染防控工作
• 根据暴露感染的风险，分级防护、科学防控，精准施策
• 践行三线思维（主线、底线和红线思维），降低感染的发生
• 日常感控工作遵循国家已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性文件



医护人员个人防护指引

• （一）应遵循《医院隔离技术规范》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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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 （二）应进行全员培训，提髙防护意识，熟练掌握新冠肺炎防治
基本知识、方法与技能。规范消毒、隔离和防护工作；储备质量
合格、数量充足的防护物资

• （三）降低医务人员暴露风险。发热门诊、隔离留观区、隔离病
区设置三区两通道及缓冲间，有条件的可设置负压病房；普通病
区设置过渡病房（室），收治待排查患者

• （四）医务人员防护分为三级。



医护人员个人防护指引

•一级防护（标准预防）：
Ø适用范围：预检分诊点，普通急诊留观区，门诊，普通病区，重

症监护病房，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区，医务人员医学观察区，隔

离病区的潜在污染区工作人员，以及进行普通患者手术，非新冠

患者的影像检查与病理检查，发热门诊及隔离病区外的安保、保

洁、医疗废物转运等工作人员。

Ø一级防护用品主要包括：根据诊疗需要佩戴：医用外科口罩、一

次性工作帽、工作服、一次性乳胶手套或丁腈手套等。



医护人员个人防护指引

• 二级防护：
Ø 适用范围：发热门诊及隔离病区内，隔离重症病区，疑似及确诊患者影

像检查及检验，消毒供应中心对新冠病区物品回收、清点及清洗时，疑

似及确诊患者转运、陪检、尸体处置时，为疑似或确诊患者手术，新冠

核酸检测时釆用二级防护措施。

Ø 防护用品主要包括：医用防护口罩、护目镜或防护面屏、一次性工作帽、

穿防渗隔离衣或防护服、一次性乳胶手套或丁腈手套、鞋套等。



医护人员个人防护指引

• 三级防护：
Ø 适用范围：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在为疑似或确诊患者实施可产

生气溶胶操作、手术、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时可釆用三级防护；

为疑似或确诊患者实施尸体解剖时釆用三级防护。

Ø 主要防护用品包括：正压头套或全面防护型呼吸防护器、穿

防渗隔离衣或防护服、一次性乳胶手套或丁腈手套、鞋套等



医护人员个人防护指引

• 医务人员防护穿脱流程

–根据防护级别和规定的流程穿脱防护用品

–在规定区域内穿脱，并配备穿衣镜

–穿脱时应注意手卫生，遇污染随时消毒

–正确选择和使用防护用品

–防护用品遇污染或破损，及时更换

–科学防护，预防不足与过度



医务人员个人防护常见问题

• 未根据感染暴露风险等级，科学选择防护用品

• 防护用品使用不当

• 防护用品质量不达标

• 防护用品穿脱流程不合理，过于繁琐

• 护目镜清洁消毒流程不规范

• 防护用品使用过度现象比较普遍：护目镜与防护面屏叠戴、隔离衣
与防护服叠穿、鞋套与手套多层、防护口罩与外科口罩叠戴等



个人防护过度



清洁消毒指引

（一）环境及物体表面清洁与消毒

Ø 疑似或确诊新冠肺炎患者所处周围环境的物体表面、地面进行清洁与消毒，

消毒可选用1000mg/L含氯消毒液至少作用30分钟，或釆用同等杀灭微生

物效果的消毒剂。如为留观病房则每日消毒不得少于2次。

Ø 有可见污染物时，应先使用一次性吸水材料清除污染物，再用1000mg/L

的含氯消毒液或500mg/L的二氧化氯消毒剂等进行擦拭消毒，作用30分钟；

或使用具有吸附消毒一次性完成的消毒物品。

Ø 保持环境清洁、整齐。



清洁消毒指引

（二）室内空气清洁与消毒
Ø 疑似或确诊新冠肺炎患者所处室内环境进行通风与清洁消毒。
Ø 疑似或留观患者应单间隔离，并通风良好，包括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
也可采用人机共存的空气消毒机进行空气消毒。

Ø 终末消毒可使用过氧化氢汽(气)化/雾化等空气消毒设备进行空气消毒。

（三）诊疗器械器具和物品清洁与消毒
• 疑似或确诊新冠肺炎患者可复用诊疗器械、器具和物品，用后去除可见
污染物后立即釆用双层专用袋逐层密闭包装，做好标识，密闭送至CSSD
进行先消毒，再处理。

• 或用后立即使用1000mg/L含氯消毒剂浸泡30分钟，釆用双层专用袋逐
层密闭包装，做好标记，密闭运送至CSSD集中进行处理。



清洁消毒指引

（四）医用织物清洁与消毒
• 宜使用可水洗的医用织物，可擦拭的床垫。
• 疑似或确诊新冠肺炎患者的床单、被套等用后装入双层专用袋鹅颈结式包

扎，并贴有警示标识，密闭转运集中进行消毒、清洗；可用流通蒸汽或煮
沸消毒30分钟；或先用500mg/L的含氯消毒液浸泡30分钟，然后按常规
清洗；或采用水溶性包装袋盛装后直接投入洗衣机中，同时进行洗涤消毒
30分钟，并保持500mg/L的有效氯含量；贵重衣物可选用环氧乙烷方法进
行消毒处理。
• 一次性床单等，使用后当作医疗废物处理。
• 洗衣房宜单独区域进行消毒与清洗，环境通风，定期消毒。
• 明显污染且无法清洗的织物可按医疗废物处理。



清洁消毒指引

（五）医疗废物管理(疑似或确诊新冠肺炎患者)

• 患者产生的生活垃圾与医疗废物均作为医疗废物处理。
• 医疗废物收集桶应为脚踏式并带盖。
• 医疗废物达到包装袋或者利器盒的 3/4 时，应有效封口，确保封口严密。
使用双层包装袋，采用鹅颈结式封口，分层封扎。
• 盛装医疗废物的包装袋和利器盒的外表面被感染性废物污染时，应当增加
一层包装袋。
• 潜在污染区和污染区产生的医疗废物，在离开污染区前应当对包装袋表面
采用1000mg/L的含氯消毒液喷洒消毒(注意喷洒均匀)或在其外面加套一
层医疗废物包装袋；清洁区产生的医疗废物按照常规的医疗废物处置。



清洁消毒工作中常见问题
• 使用消毒剂浓度过高
• 采用喷洒消毒代替擦拭消毒
• 对医院外环境进行喷洒消毒
• 开窗通风执行不到位，以紫外线照射等方式代替通风
• 医疗废物处置扩大化，将清洁区的包装材料、医务人员餐饮残余
当作医疗废物处置；医疗废物的交接及处置流程不畅

• 复用诊疗器械消毒或灭菌流程不规范
• 织物大量焚烧，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 使用消毒剂对人员进行喷洒消毒；有人情况下对空气使用化学消
毒剂消毒；采用戊二醛对环境进行擦拭和喷雾消毒



医务人员职业暴露处置指引

（一）预防是职业暴露的最佳处置方式

（二）应制订新冠病毒感染职业暴露报告制度及处置预案

（三）根据暴露风险评估选择恰当的处置方式。呼吸道暴露风险最
高，血液体液暴露及皮肤暴露风险较低，血液体液暴露须同
时考虑经血传播疾病风险

（四）常见呼吸道暴露：缺乏呼吸道防护措施、呼吸道防护措施破
坏时(如口罩脱落)、使用无效呼吸道防护措施(如不符合规范
要求的口罩)时与新冠肺炎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
新冠病毒环境污染的手接触口鼻或眼结膜等。



呼吸道暴露后处置流程
• 应尽快脱离暴露现场或立即佩戴合格口罩脱离暴露现场。
• 脱离暴露现场后尽快报告有关部门（常为医院感染管理部门）
，仍未佩戴口罩者尽快佩戴合格口罩。

• 及时评估暴露风险：应由专家组进行评估是否需要医学观察、
预防用药、心理疏导等(若暴露源患者被为新冠患者则感染风险
较高；暴露时所处环境为隔离病房、发热门诊或隔离留观室，
且有患者时感染风险较高，否则风险较低)。

• 有关部门及时为高风险暴露者指定医学观察地点，实施单间隔
离，暴露者应佩戴口罩。

• 高风险暴露者单间隔离14天，禁止离开隔离区。
• 应尽快明确暴露源患者的诊断。



新冠肺炎疑似或确诊死亡患者处置指引

（一）基本流程

• 疑似或确诊患者死亡后，要尽量减少尸体移动和搬运，由经培训的工作人员

在严密防护下及时处理。

• 用有效氯3000mg/L~5000mg/L的含氯消毒剂或0.5%过氧乙酸的棉球或纱

布填塞尸体口、鼻、耳、肛门、气管切开处等所有开放通道或创口；用浸有

消毒液的双层布单包裹尸体，装入双层尸体袋中，由专用车辆直接送至指定

地点尽快火化。

• 死亡患者住院期间使用的个人物品经消毒后方可由家属带回家。

（二）工作人员个人防护：按照要求和规范的流程穿脱防护用品。



过渡病房管理

• 应根据本机构的特点，设置集中的过渡病区或在普通病区内设置
过渡病房

• 安置人员：需住院治疗待排除新冠肺炎且非疑似新冠的患者

• 防护要求：医用防护口罩、隔离衣、帽子、手套，酌情佩戴护目
镜或面屏及鞋套。

• 出过渡病房：根据检测、检查结果及时鉴别诊断后转出

常见问题：定位不清，防护过度，留置时间过长



重点科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

• 门急诊、住院病区、手术部（室）、消化内镜中心、感染疾病

科病区、儿科、产房、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医技科室、

血液净化中心（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

• 制定相应部门的应急预案与流程、加强培训、演练与落实

• 详细内容请学习“医疗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的

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