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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冠肺炎隔离病区的感控管理 
赵叶花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摘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呼吸道与接触传播为主要传播途径的传染性疾病，所以做好预防与防护措施非常重
要，尤其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隔离病区，感控管理是控制与治疗疫情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是保护医务工作者不被感染的屏障，感控管理
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防止发生院感的重要因素，所以必须加强感控管理的所有环节，严防死守，才能保障隔离病区的安全，才会使新冠肺炎
患者的收治工作顺利进行。新冠肺炎患者隔离病区的感控管理，都是再经过 2 年多的经验总结中获得的方法，并且在不断的完善中，必须
遵照执行，借鉴经验，才使我们的感控工作更加的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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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被国际卫

生组织定为乙类传染病，但按甲类管理。以呼吸道和接触传播为主
要传播途径，变异速度快，传染性强，尤其变异后的德尔塔新冠病
毒，传染性是早期病毒的 1000 倍，所以，做好防护至关重要[1]。在
进入新冠隔离病区，与病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护理、甚至肢体接
触，以及进行打针、输液和处理病人的生活垃圾、排泄物等等事项
时，如果工作人员防护不当，就极有可能被传染。正确的防护、环
境的分区、各环境的消毒、垃圾的处理对达到有效防护异常重要[2-3]。 

1.病区感控管理 
1.1 病区进行三区两通道的划分（污染区、潜在污染区、清洁

区、病员通道、工作人员通道），在思想上建立病区空间隔离意识，
标示清楚，规定明确醒目，三区之间随手关门，对各区域有明确规
定消毒的方式、方法和时间要求。污染区包括所有病人可以直接接
触到的环境都是污染区，如病房、病区楼道、水房、卫生间、医废
处理间、污物处理间、病区设备暂存间、病员电梯、CT 室操作间、
病员转运车等等，也包括护理站、治疗室。此类区域除护理站和治
疗室外其他污染区需要每日消毒 3 次，包括空气消毒、物表消毒、
地面消毒。为了防止喷洒消毒引起‘气溶胶’现象，对物表和地面
采用擦拭消毒的方法。病房、楼道建议每日开窗通风至少 3 次，每
次不少于 30 分钟，空气消毒可用紫外线或者等离子消毒机，每次
消毒 1 小时，每日 3 次；物表可用国标合格的消毒湿巾“Z”型擦
拭清洁消毒，每日 3 次，如：75%的酒精湿巾、乙醚湿巾等，物表
消毒是在肉眼可见的范围内的都需进行擦拭消毒，尤其是病人常用
的床头柜、窗台、门把手、床单元，卫生间马桶、洗手池、烧水器
出水口等；地面可用 1000mg/L 的含氯消毒剂拖地，作用 30 分钟后
再用清洁的不含消毒剂的拖把清洁拖地一次，以防对人体造成伤
害，每日至少 3 次。治疗室和护理站每 4 小时进行一次全面消毒，
包括空气、物表、地面，消毒方式同前。所有设备仪器每 4 小时擦
拭消毒 1 次。具体新冠隔离病区消毒管理见表 1： 

表 1. （病区）空气、物表、地面清洁消毒登记表 

备注：1 物体表面包括（桌面、台面、门把手等 ） 
2.物体表面消毒 1 次/每班。 
3.消毒液配置后每次监测有效浓度。 
4.开窗通风每次不少于 30 分钟 ，空气消毒机记录累计时间，

按照产品说明书清洗或更换过滤网。 
5.消毒后打“√”或签名。 
1.2 潜在污染区包括一脱间和二脱间；清洁区包括防护服更衣

间、以及男女更衣室、淋浴间，物资准备间等。潜在污染区和清洁

区空气、物表、地面每 4 小时做一次消毒。 
1.3 所有消毒需按时做好登记。每次消毒前测试消毒液浓度，

并保留试纸条。严格区分和固定各区域的清洁用品，并做好标示。 
表 2 （治疗室，护理站，清洁区）空气、物表、地面清洁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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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 物体表面包括（桌面、台面、门把手等 ） 
2.物体表面消毒 1 次/每班。 
3.消毒液配置后每次监测有效浓度。 
4.开窗通风每次不少于 30 分钟 ，空气消毒机记录累计时间，

按照产品说明书清洗或更换过滤网。 
5.消毒后打“√”或签名。 
 
1.4 在污染区、潜在污染区产生的垃圾都为医疗垃圾，以及清

洁区产生的医疗垃圾，均严格按新冠肺炎病毒的医疗垃圾处理，处
理方式如下，所有医疗垃圾必须由病员通道送出，到指定位置，由
专业的垃圾收购车转运处理，医疗垃圾必须装在专用的医疗垃圾袋
内，鹅颈式封顶，再用 1000mg/L 的含氯消毒剂喷洒消毒包装袋外
侧面，再套一层医用垃圾袋鹅颈式封顶，并在醒目的位置粘贴写有
红色“新冠”字样的垃圾标示，才可以将垃圾放入指定的垃圾转运
桶内，在指定时间转运至指定区域。在收取垃圾时垃圾不可过满，
装 3/4 即可，并且指导病人垃圾尽量放在病房统一收取。 

1.5 隔离病区污染区，在需要执行手卫生的区域，都要放置速
消手，以便工作人员随时消毒。也方便患者随时执行手卫生。 

2.工作人员防护服的穿脱管理 
2.1 工作人员穿防护服的管理，严格按照规范管理要求，对所

有要进入隔离病区的工作人员进行穿脱防护服的培训，经考核合格
后方可进入隔离病区。第一步，戴一次性帽子，将头发完全保住；
第二步，戴防护口罩，最好是头部系带式的，用吹气实验检查口罩
与面部贴合的紧密性；第三步，穿防护服，先检查防护服是否完好，
有无破损与潮湿，穿好防护服后使防护服帽子完全覆盖一次性帽
子；第四步，穿好防护鞋套；第五步，选择型号合适的外科手套，
戴手套时手套完全覆盖防护服袖口，防止操作时脱开；最后，是佩
戴面屏，检查面屏佩戴牢固，完全遮盖面部。每次穿好防护服后都
要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检 

表 3  病区床单元终末消毒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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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空气消毒（紫外线灯照射一小时以上，开窗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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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体表面包括（桌面、台面、门把手、水龙头、坐便器等 ） 
3.消毒液配置后每次监测有效浓度 
4 终末消毒（被芯、枕芯、褥子、床垫、患者衣物等使用终末床单
元消毒机消毒） 
5.终末消毒结束后打钩并签名 

查防护服穿戴是否合格，防护服有无破损潮湿后进入隔离病
区。 

2.2 在病区内污染的手不可触及口罩及面屏。并在病区固定区
域，放有应急处置盒，以防在隔离病区工作人员发生职业暴露后进
行紧急处理，配备有隔离服、外科手套、防护口罩、面屏、防护鞋
套以及碘伏、棉签、盐水、注射器等。在隔离病区工作人员最长工
作时间不超过 4 小时，时间过长会大大降低防护物品的作用，从而
增加院感的风险。 

表 3  职业暴露应急物资处置盒物资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规格 

1 N95 口罩 2 个 单独包装 
2 安儿碘 1 瓶  
3 棉签 2 包  
4 生理盐水 2 瓶  
5 注射器 2 个 50ml 
6 创可贴 5 个  
7 纱布块 2 包  
8 隔离衣 1 件  
9 外科手套 2 双  
10 面屏 1 个 存放治疗室 
11 鞋套 2 双 存放治疗室 

2.3 在隔离病区工作，严格遵守操作规范，每次在接触病人前

后立即执行手卫生。做好执行手卫生的五个时刻。 
2.4 工作人员离开隔离病区时进入一脱间前，用速消手按七步

洗手法认真洗手，进入一脱间后再次按七步洗手法消毒手部后摘取
面屏放入医疗垃圾桶内，再次消毒手，这时在一脱间工作人员的协
助下脱下防护服，防护服污染面不可触及自己，快速消手进入二脱
间，再次消毒手后摘下口罩和一次性帽子扔入医用垃圾桶，快速消
毒手后佩戴外科口罩，离开二脱间进入清洁区，再次消手后进入更
衣间进行淋浴，认真清洗面部、鼻腔、并漱口。认真淋浴后方可离
开清洁区。 

3.隔离病区患者管理 
3.1 隔离病区病员的管理，隔离病人必须注意个人卫生，加强

防护，按要求佩戴外科口罩，每天更换一次，清洗手，勤消毒，遵
守咳嗽礼仪。按照病区规定在指定区域活动，严防交叉感染。 

3.2 在病人治愈出院时，对病人及病人物品进行全面彻底的消
毒，再引导病人按照指定通道离开隔离医院。病人用过的床单元进
行终末消毒，对患者产生的垃圾均按新冠肺炎医疗垃圾处理。 

新冠肺炎隔离病区的感控管理，是做好疫情防控，严防院内感
染的保障，是隔离病区严防死守的门槛，是打胜抗疫保卫战的关
键，所以感控管理必须严格执行，熟练掌握，高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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