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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大规模人群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的护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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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分析探讨区域大规模人群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的护理管理，满足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圆满

完成核酸检测任务。方法 2021 年 1 月医院收到区域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任务，立即启动应急方案，组织核酸采样护士队伍进行区域大规模人群新型冠

状病毒核酸检测工作。结果 2021 年 1 月 16 日我院核酸采样人员 140 人次，完成辖区内 14 个采样点 28 个采样台 21000 人的采样任务，标本全部合格；

顺利完成生物安全转运箱运转；核酸标本分拣队伍共完成实现零差错标本分拣。结论：区域人群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是抗击疫情的主要部分，医院护

理部从联防联控、院感防控等方面入手，不断优化方案，以应对大规模人群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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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仍在肆虐，新冠病毒还在让人感染、得病和死亡，而且病

毒还在不断变异，侵扰世界。我国专家指出淡化疫情是鲁莽且不负责任

的。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核酸检测成了一个高频词，几乎全世界人们都

知道了核酸检测阳性是确诊新冠肺炎的重要标准。核酸检测是常态化疫

情防控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1]。核酸检测成为确诊是否患有新冠肺炎的主

要检测方法。目前有流行病学史的人都需要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核

酸检测呈阳性，说明病人体内存在该种病毒，多数采用荧光定量 PCR 方

法，核酸检测其实就是通过检测荧光信号的累积，来确定样本中是否有

该种病毒核酸[2]。为进一步强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管控措施，切实保障广

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我院参与区域人群核酸检测工作，护

理部在第一时间启动护理应急工作方案，积极完成本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检测工作。现从组织管理、队伍运行、院感防控等方面总结经验，以供

同行参考。 

1  区域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工作具体做法 

1.1 做好工作预案和组织管理 

核酸检测是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区要提前做

好工作预案，明确组织架构，理顺从“采样－转运－检测－结果汇报”

全链条的工作流程。对乡镇各实际人口情况做到本底清晰，根据乡镇、

村屯位置来设立好采样点。同时为做到高效转运，需要统筹检测机构布

局和检测能力，利用信息化系统快速将检测结果反馈给公众。 

1.2  提前培训，组建核酸检测团队 

核酸检测不是核酸采样人员就能完成的，需要乡政府各部门通力合

作。为提高医院应对区域大规模核酸检测的能力，要提前培训人才，提

前在护理人力资源应急库中共抽调一线护理人员 6 人，选派优秀师资进

行培训，并组织操作考核组 3 名护士长到医院进行线下考核，对基层采

样人员在核酸采样操作、样本转运要求、穿脱防护服等重点环节中存在

的不足进行一一指导，考核合格后处于随时待命状态[3]。 

1.3 要加强采样现场的组织管理 

要设立清晰的指引标识，明确采样流程和注意事项。为了避免人员

聚集，要求提前通知大家，做好分时段的预约，避免老百姓排队时间过

长或者是人员过于集中，缩短排队时间，减少大家在短时间内聚集。同

时，要求现场配备好工作人员、志愿者来加强采样秩序的维护，并指导

公众做好个人防护以及信息采集。对于特殊人群，比如长期居家的高龄

老人、卧床的人员，可以提供入户采样服务[4]。 

1.4 动态管理 

根据核酸任务动态统筹安排护理人员，和各个采集点随时保持联系，

随时了解各采集点的核酸检测任务完成情况，提前安排好核酸采集的护

理人员的名单，同时安排采样台、采集物料以及消毒物品。此外，还要

安排备战组，便于出现特殊情况临时替换。现场的采集人员可根据具体

的采集情况灵活增减[5]。 

1.5 满箱即送 

满箱即送是确保标本第一时间到达指定检测机构开展检测。采集满

箱时采集人员及时和运输人员沟通，及时将采集点的转运箱送往检测机

构。根据本次检测任务、采样点位置以及配送车辆实际情况，科学统筹，

便于及时进行核酸转运。为了提高核酸运转效率和质量，要提前对核酸

转运工作人员进行考核培训，所有核酸转运工作人员均符合考核标准，

运输过程严格按照“满箱即送”的原则，在生物安全转运箱中放置冰袋

并做好隔湿处理，同时核对信息，双签收后封箱转运[6]。 

1.6 全程院感监督减少交叉感染 

护理部院感科专人负责监督检查各采样点核酸采样、环境消毒消杀、

个人防护和医疗废物处置等情况。每到一处，督导组都仔细查看各采样

点场地设施、隔离区域设置、防疫消杀程序等，并详细了解人员配备、

物资储备、采样进度等情况。检查中发现部分采样点人群密集，“一米线”

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指导采样点严格落实 1m 线距离，设立清晰的指引

标识；检查时发现个别采样点废弃防护用品、生活垃圾存放管理不规范；

指导采样点采样区防护用品、生活垃圾科学合理存放合管理；根据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规范要求，现场指导采样点立行立改，进一步提

升医疗机构全员核酸采样工作能力，有效防范可能出现的疫情， 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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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降低传播风险[7]。 

2 结果 

2021 年 1 月 16 日我院核酸采样人员 140 人次，完成辖区内 14 个采

样点 28 个采样台 21000 人的采样任务，标本全部合格；完成生物安全转

运箱运转；核酸标本分拣队伍共完成实现零差错标本分拣。 

3 讨论 

疫情肆虐，很多城市都经历过规模恢宏的全体百姓核酸检测，我们

经历过严寒中的核酸检测、酷暑中的核酸检测、暴雨中的核酸检测、黑

夜中的核酸检测。目前核酸检测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区域大规

模人群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任务艰巨，医院要积极采取行动，推动高

质量完成核酸采集任务[6]。 

新冠病毒在短时间内难以彻底消灭，常态化防控是必然之举。因此，

我们要不断探索各种方法，在防疫的同时减少对生产、生活的妨碍，为

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氛围[7]。区域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

涉及村屯较多、环境多变、人员复杂且未与村干部等工作人员配合过，

默契程度有待进一步磨合。根据防控方案，科学设置核酸采样点，既有

利于避免人员扎堆聚集、发生交叉感染，也将极大地节省居民的排队时

间，给大家带来切切实实的方便。只要设置点足够精准，检测时间足够

科学，核酸检测将成为居民出行途中顺便做的一件事[8]。疫情防控，不在

一时，而在时时。区域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不仅仅是检测人员的工作，

需要乡政府各部门通力配合，本次区域大规模核酸检测过程中，乡政府

各部门分工合作，科学统筹安排，核酸采样组、医疗保障组、核酸检测

组积极配合，促进高质量完成核酸检测任务。为进一步加强新冠病毒核

酸采样质量管理，以下 2 各方面需要加强：（1）加强核酸采样人员的培

训和学习；卫生健康局开展第三方检测机构核酸采样人员培训考核工作，

对医学检验中心采样人员进行了培训及考核，培训包括学习核酸、抗原

采样相关注意事项、防护服规范穿脱要点等内容。培训采取观看视频、

PPT、现场演示等方式进行，围绕核酸采样、个人防护、预防性消毒及场

所消毒等内容作了详细讲解，特别是对防护服穿脱、核酸及抗原采样进

行了演示，对重点环节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进行现场答疑，确保参训

人员能够准确掌握采样工作流程、个人防护操作技能和消毒消杀工作规

范、有序开展。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全体人员的职业安全防护意识，

掌握了规范处置程序，降低了医护人员在疫情防控中职业暴露风险，为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9]。根据检测人员的情况，针对

实际采样中的薄弱环节，选派优秀师资进行培训，并组织操作考核组护

士长到医学进行线下考核，对基层采样人员在核酸采样操作、样本转运

要求、穿脱防护服等重点环节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一一指导，切实提高了

采样人员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确保了核酸采样的规范性和准确性，

增强了采样人员的个人防护意识、消毒隔离意识，为居民提供更加安全

优质的核酸采样服务。（2）加强院感防护，提高安全意识。区域大规模

人群核酸采样现场易出现排长队甚至秩序混乱等现象，增加疫情扩散风

险。做好院内感染防控工作，始终是我们做好疫情防控的重点工作之一，

医院要重点开展各项监督检查工作，检查组通过查看医院组织领导会议

纪要、感控人员职责、全员培训记录、院感防控制度；通过员工健康监

测及核酸检测、电梯、排队区设置分格、一米线等落实情况；通过实际

操作检查医护、保洁人员手部消毒是否正确，充分细化监督检查内容，

逐项逐点位严查落实，以问题为导向，以重点查、精细查为抓手，对发

现的问题面对面反馈给医疗机构感控人员，要求医院领导高度重视，立

行立改，建立整改落实机制，确保医院感染零风险。为更好地加强院感

防护，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从理论知识培训以及防护服穿脱现场

指导，除此之外，从物品准备上，做到事无巨细；在评分标准上，做到

标准同质化；在考核安排上，按照“分时段”“分批次”的原则，避免聚

集的同时解决了考核人员时间上的冲突。此次考核，涵盖防护用品穿脱

及理论知识考核两方面，旨在提升感控水平的同时，确保操作牢记于心、

技能熟练于手。一一考核，一一把关， 终达到全员参与、全员过关，

势必要时刻锤炼队伍，更好地为群众提供服务，防止发生院感问题。做

好区域大规模核酸检测，加强医疗机构自身管理，阻断疫情传播风险，

从源头上防止院感事件发生，保证核酸检测有效进行[10]。 

综上所述，区域大规模人群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是抗击疫情的重

要部分，医院加强护理管理，从合理储备护理人力资源，多措并举再增

强感控意识等方面入手，促进区域大规模人群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任

务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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