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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隔离病房个人防护用品使用中面临的问题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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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一种新发的传染病，某院作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的收治场

所，为确保医务人员的安全，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尤为重要。在临床实际操作中，医务人员在个人防护用品使

用中面临很多的困惑，本文探讨医务人员穿脱个人防护用品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困惑，对该院采取的相应措施进

行梳理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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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湖北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２０２０年２月８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发布会上

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统称为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简称新冠肺炎）［１］。截至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７日２４时，

全国累计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３９９１９例，其中重症

病例７９５２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３６１１７例，累计死

亡病例２７８８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７８８２４例
［２］。

新冠肺炎的主要传播途径为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

播，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

胶情况下存在经气溶胶传播的可能［３］。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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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的要求，对收治疑似或确诊新冠肺炎患者

的病区，应在实施标准预防的基础上采取接触隔离、

飞沫隔离和空气隔离等措施，要求进出隔离病房正

确穿脱个人防护用品。个人防护用品包括工作帽、

Ｎ９５口罩、隔离衣、防护服、手套、护目镜、防护面罩、

套鞋、靴套、全面型呼吸防护器或正压式头套等，个

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可以防止佩戴者口腔、鼻、眼

睛、手、皮肤等接触潜在的传染性物质，是减少医务

人员职业暴露风险的重要措施。为让医务人员全面

了解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切实保障医务人员

的职业安全，各地纷纷拍摄操作视频并进行培训。

本科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开始参照《医院隔离技术

规范》［５］通过视频及实际操练对进入新冠肺炎隔离

病区以及支援武汉抗疫的医务人员进行个人防护用

品穿脱的培训与考核，考核通过后才能上岗，共培训

·４２３·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０年４月第１９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１９Ｎｏ４Ａｐｒ２０２０



１８批次近２０００名医务人员。然而，在实际工作中，

因隔离场所布局各异，个人防护用品供需不一致等

问题，出现使用与培训不一致的问题。本院结合临

床的具体情况，在保障医务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对个

人防护用品穿脱流程进行优化，对使用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医务人员零感染。本

文就临床穿脱个人防护用品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采

取的相应措施进行梳理和总结，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１　培训的规范性与实际场所的不一致性

１．１　存在问题　三级防护培训视频拍摄多参照《医

院隔离技术规范》推荐的方法和步骤，穿脱个人防护

用品的操作培训基本在一个地点完成。通过培训的

大多数人员掌握了穿脱个人防护用品的操作要领及

注意事项，但因未模拟隔离病房的情况，医务人员对

隔离病区的布局流程不熟悉。

１．２　应对措施　本院“新冠楼”是由一栋老病区临

时改建而成，包括发热门诊、新冠肺炎疑似排查区

３个病房、普通发热留观病房、儿科发热门诊及留观

病房。改建前各病房的区域设置及通道均不一致，

导致改建后有的设有两个缓冲间，有的仅设置一个

缓冲间，致使临床使用时个人防护用品穿脱位置不一，

顺序也各有差异。且医务人员大多数是从其他临床

科室临时抽调到隔离病区支援的，对隔离病区的布

局流程更不熟悉。鉴于此种情况，采取了以下应对

措施：（１）在各区域进出通道地面和墙上均设有醒目

的标识指引，防止各类人员误入通过［６］。清洁区及

医务人员通道用蓝色标识，潜在污染区用黄色标识，

污染区用红色标识，并对不同区域的防护要求作了

相应的规定。（２）对进入隔离区的工作人员上岗前

进行现场培训，具体内容包括进出隔离病房的出入

路线，缓冲间的位置及作用，洗手池或手消毒剂的位

置，医疗废物桶摆放的地点，穿脱个人防护用品的流

程等。（３）统一在医务人员入口设置个人防护用品

室，配有穿衣镜，并设专人指导个人防护用品的选

择、穿戴、检查。（４）对脱个人防护用品的位置与顺

序作出如下规定：设置有２个缓冲间的病区，在污染

区（出病房后）或在缓冲间门外脱外层手套、隔离衣、

防护面屏、鞋套，在第一缓冲间按顺序脱护目镜、防

护服、靴套（套靴）、第二层手套，在第二缓冲间脱帽

子、Ｎ９５口罩。对于只有１个缓冲间的病区，在污染

区（出病房后）或进缓冲间门口脱外层手套、隔离衣、

防护面屏、鞋套，进入缓冲间按顺序脱护目镜、防护

服、靴套（套靴）、第二层手套、脱帽子、Ｎ９５口罩。

同时，建议增加模拟训练考核和隔离病房现场教学

科目，有助于医护人员尽快掌握个人防护用品穿脱

操作技能，降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风险［７］。

２　防护要求与防护用品供需不足

面对突发疫情，加之对新型冠状病毒高度传播

的恐惧，医务人员存在防护越多越安全的认识误区，

而储备的个人防护用品数量有限，并且采购困难，个

人防护用品供求矛盾突出。本院主要收治新冠肺炎

疑似排查患者，按《医院隔离技术规范》的要求，接触

新冠肺炎疑似患者医务人员所穿的防护服应在每个

患者之间进行更换，导致防护服的需求量更大，个人

防护用品不足的矛盾尤显突出。针对此问题，主要

采取的措施有：（１）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防控中常见医用防护用品使用范围指引（试行）》的

要求，制定了不同区域和岗位个人防护用品配置一

览表及紧缺时的应急方案，并根据患者收治情况及

时更新。如新冠肺炎隔离病房内又根据岗位设置及

工作内容区分是否直接接触患者，是否进行吸痰及

气管插管等高风险操作，如进行高风险操作时可加

穿隔离衣及外科口罩和手套［８９］。（２）每个病房设

专人负责个人防护用品的管理，每日按上班人次及

岗位配置提出申领计划，物流中心按配置表结合申

领计划发放。（３）对于接触新冠肺炎疑似患者的医

务人员，在防护服外面加穿隔离衣及外科口罩和手

套，接触新冠肺炎疑似患者后及时更换，避免每例患

者更换防护服。这样既保障相应区域的医务人员得到

有效防护，又能有效保障个人防护用品的合理使用。

３　个人防护用品穿戴顺序及加减

全国各地发布的个人防护用品培训操作视频显

示，个人防护用品穿脱顺序各不相同，但大的原则相

同。针对临床争议较多的问题，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３．１　佩戴口罩和帽子的顺序　《医院隔离技术规

范》要求穿戴个人防护用品应遵循的流程为先戴帽

子，再佩戴医用防护口罩，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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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中医务

人员进入隔离病区穿戴个人防护用品流程要求先佩

戴医用防护口罩，再戴一次性帽子。在临床实际操

作中，因医用外科口罩佩戴时需要系带，医用防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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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有系带式及耳挂式，付立等［１０］建议系带式口罩最

好将带子放在帽子外层再系上系带至头顶。实践证

明先戴帽子再佩戴系带式口罩有利于整理外露的头

发，便于调整系带的长短及气密性试验。耳挂式口

罩无先后要求。

３．２　医用防护口罩与医用外科口罩是否需重叠

佩戴　防护口罩分为医用、工业用和民用。我国医

用防护口罩和医用外科口罩执行的标准不同，共同

特性是均有过滤细菌，阻隔血液体液喷溅功能，而医

用防护口罩的非油性颗粒过滤率高于医用外科口

罩，故佩戴医用防护口罩后无需再佩戴医用外科口

罩。而平常使用的Ｎ９５口罩执行的是美国标准，有

Ｎ、Ｒ、Ｐ三个系列，Ｎ系列为防护非油性颗粒过滤，

但Ｎ９５口罩不等同于医用防护口罩，有医用和非医

用的 区 别，非 医 用 Ｎ９５ 口 罩 无 防 液 体 喷 溅

功能［１１１４］。在医用防护口罩短缺时，可选用符合

Ｎ９５或 ＫＮ９５及以上标准的颗粒物防护口罩，但此

类口罩无防液体喷溅功能，不能用于接触可能有喷

溅的患者或长时间接触患者，使用时建议在非医用

Ｎ９５口罩外面加戴一个医用外科口罩
［１５］。临床上

存在医务人员在医用外科口罩外加戴医用防护口罩

或同时佩戴两个医用外科口罩的情形，但可能因密

合不到位，增加口罩正面阻力，导致口罩与颜面部缝

隙漏气而增加感染的风险，而且还造成了医疗资源

的浪费［１５］。无论哪种口罩，只需佩戴一个口罩就可

达到相应的防护效果，多层佩戴不能增加防护效果。

３．３　不同款式防护服的问题及应对　因防护物资

短缺，临时采购及社会捐赠的防护服品牌款式多样，

有的胶条可直接拉至口罩下缘，有的只能拉至脖子

处，本院优先选用国内正规医疗器械厂商提供的有

质量保障的防护服用于新冠肺炎高度疑似隔离病房

使用［９１０］。为减少颈部皮肤暴露，对于只能拉至脖

子处的防护服加用一次性无菌巾围于颈部，用胶带

或夹子固定，同时在脱防护服时增加解开无菌巾的

环节，以保障防护效果。

３．４　防渗透隔离衣或防水围裙是否必须穿　理论

上对可能受到患者血液、体液、分泌物喷溅或实施产

生气溶胶的操作时建议穿防渗漏隔离衣，而《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四版）》［１６］中要求尸体处理

人员和环境清洁消毒人员需要穿防水隔离衣或防水

围裙，标本采集人员和实验室人员必要时可加穿防

水隔离衣或防水围裙。临床上对于患者病情的变化

及所需操作有时难以预知，临时加穿有难度，实际工

作中大多数一次穿戴完成。如在负压病房内有缓冲

间，可配备防渗透隔离衣或防水围裙，根据相应操作

进行选择。

３．５　手套是不是戴得越多越好　个人防护用品穿

戴培训时第三层手套为长袖加厚橡胶手套，主要适

用于尸体处理人员和环境清洁消毒人员，这种手套

不便于操作，医务人员戴双层手套即可进入新冠肺

炎隔离区工作。为确保手套破损和污染时随时可以

更换，治疗车上可以常备手套。

３．６　护目镜与防护面屏的规范佩戴　要求护目镜

佩戴后应遮盖口罩的上缘，防护服帽檐的下缘，将面

部所有的皮肤都要遮盖住并调整系带的松紧度，如

防护服帽缘过浅，可再加戴一个一次性帽子。护目

镜和防护面屏可二选一，无需同时佩戴［１５］。

３．７　套靴与靴套的选择　套靴与靴套功能相同，在

防护物品紧张时，穿套靴后将防护服裤腿套在套靴

上再穿上鞋套同样能达到防护效果，但要注意如套

靴为重复性的，使用后应采用有效的清洁消毒方法。

如穿靴套，则可以先穿工作鞋代替套靴，穿靴套后需

加穿鞋套。

３．８　Ｎ９５口罩是否必须最后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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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

求口罩最后脱，基于新型冠状病毒在密闭环境下可

通过气溶胶传播的风险，脱帽子、口罩是脱个人防护

用品的最后步骤。具体哪个先脱要根据佩戴的顺序

进行，要求脱口罩时手不能触碰口罩外面，脱后及时

进行手卫生，沐浴更衣，并进行口腔、鼻腔及外耳道

的清洁。

在新冠肺炎的防控中，正确佩戴个人防护用品

是有效阻断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重要措施之一，进

而保护医务人员和其他就诊者。但高级别防护或过

度防护可能会降低舒适性和依从性，并浪费公共卫

生应急事件中有限稀缺的医疗资源。如何结合实际

情况，对医务人员正确选择和穿戴个人防护用品进

行培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本研究针对实际工

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根据病房实际情况制定相应

的对策，在不违背相关规范要求的基础上对口罩和

帽子的穿戴顺序不作硬性规定，对个人防护用品的

选择也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适当调整［１７］。在个人

防护用品使用过程中，为降低医务人员暴露的风险，

本院在个人防护用品室设立督导员，对穿戴完毕的

医务人员进行检查，确保个人防护用品穿戴正确后

才能进入新冠肺炎隔离区工作，并在隔离病区安装

视频监控系统，所有监测点都通过局域网连接到监

控室。在监控室设立督导员，通过视频监控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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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隔离区工作人员个人防护情况及穿脱个人防护用

品的过程进行实时监控。通过对讲机进行语音提

示，实时指引，避免流程错误及不规范脱个人防护用

品现象。这种切合实际的管理，避免了过度防护及

防护不足的问题，也保证了医务人员的安全，实现了

医务人员“零感染”的目标，得到了临床医务人员的

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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