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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主任# 从事传染病护理工作 #( 年!擅长 %$ 多种传染病的护理!特别对呼吸道

传染病"艾滋病的护理具有丰富的护理工作经验!长期致力于传染性疾病患者的

临床护理研究!熟悉该领域的新动态!对突发传染病的救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

研究!多次完成突发"新发传染病如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甲型 A&B& 流

感及登革热等的救护任务# 担任广西预防医学会感染性疾病护理分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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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副理事长!南宁市护理学会感染性疾病专业组主任委员# 近年来承担南宁市科

技局科研项目 % 项!广西卫健委科研项目 0 项$获广西医药卫生适宜技术推广奖三等奖 % 项!南宁市科技进步

三等奖 & 项# 发表护理学术论文 %$ 多篇#

!!!摘要"!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市级定点收治医院防控&临床诊疗及护理管理

模式"为建立有效的防控体系和提高临床诊治水平提供参考% 方法!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发的新冠肺

炎第 & C" 版的诊疗方案"结合该院的实际情况制定防控&临床诊疗及护理管理模式% 结果!%$%$+$&+%& C

%$%$+$#+$% 该院新冠肺炎专科发热门诊共接诊发热患者 % ##$ 人次"其中疑似病例 D$ 例"收治确诊新冠肺炎

病例 "1 例"其中普通型 "& 例"重型 " 例"危重型 % 例'已治愈出院 "( 例"转院 % 例"院内治愈率为 &$$E% 防

控&临床诊疗及护理管理模式运转流畅"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全院无医务人员被感染% 结论!科学&规范和行

之有效的防控&临床诊疗及护理管理模式不仅有助于对新冠肺炎患者进行早识别&早分流&早隔离&早治疗"而

且能有效地预防院内交叉感染"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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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首次向社会

公布一组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后(&)

"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病例数逐渐上升"且已经蔓延

至全国大部分省#区$市"截至 %$%$+$#+$% %0!$$!$$"

累计确诊病例 1$ &"& 例#其中重症病例 ( 1$( 例$"

累计治愈出院 0D %$0 例"累计死亡病例 % '0# 例(%)

%

新型冠状病毒属于
!

属的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

强"人群普遍易感"国家已将其纳入乙类传染病"按

甲类传染病管理'新冠肺炎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均

为传染源"经呼吸道飞沫是其主要传播途径(#)

% 新

冠肺炎属于新发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其具有起病快&

传播途径复杂及传染性强等特点"是目前主要关注

的传染性疾病(0)

% 我院是一家三级甲等传染病专

科医院"是广西南宁市新冠肺炎救治的市级定点收治

医院"先后经历了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J:P:N:-58O:

N:JM.N-O6N=J=;GN6,:">?@>$&甲型 A&B& 流感&人感

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登革热&中东呼吸综合征及埃博

拉出血热等新发&突发传染病救治工作"建立并积累

了一套相对完善且具有自身特点的突发传染病防控

管理体系和临床诊疗护理管理工作模式"在这次新

冠肺炎救治工作中取得较好的成效"现报道如下%

.8资料与方法

.B.8临床资料8%$%$+$&+%&"我院根据上级的要求

设立新冠肺炎发热专科门诊"直至 %$%$+$#+$%"我院

共接诊发热患者 % ##$ 人次"经过筛查"新冠肺炎疑

似病例 D$ 例"确诊新冠肺炎病例 "1 例#南宁市确诊

""例"其他市县转入 # 例$% 其中男 %1 例"女 #$ 例'

年龄 # 个月C'$ 岁"平均#01F1D &̂1FD0$岁% 按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进行临床

分型(#)

"普通型患者 "& 例'重型患者 " 例#男 % 例"

女 # 例$"年龄 "# CD# 岁'危重型患者 % 例"均为男

性"年龄为 D& 岁和 1( 岁"& 例有糖尿病史% #&$主

要临床表现!发热#体温_#DF# `$"%例"流涕%%例"

乏力 "0 例"胸闷 &( 例"干性咳嗽 #( 例"呼吸困难并

紫绀 1 例% #%$流行病学史!均有明确的疫区居住&

旅游&停留或有与确诊患者接触史者 "1 例'家庭聚

集性发病 #1 例% ##$相关检查!0D 例 QK检查均有

程度不同的斑片状磨玻璃密度影"内见增粗的血管

穿行"边缘模糊"病灶主要位于肺外周&胸膜下#见

图 &$% "1 例患者咽拭子或痰液标本聚合酶链式反

应#M6/=,:N-J:5V-.; N:-5O.6;"XQ@$检测新型冠状病

毒核酸均为阳性% #0$重型&危重型患者咳嗽&咳

痰&呼吸困难&乏力&发热等症状加重"可同时出现呼

吸衰竭&肝肾功能损害及脓毒血性休克等%

!

"

磨玻璃影#<N68;G+</-JJ6M-5.O="aaR$内伴有小叶内H小叶间隔

增厚呈网格状+铺路石,征'

#

矢状位"aaR分布于背侧"并可见病

灶牵拉邻近组织"呈斜裂状

图 &!典型病例QK检查所见

.B,8治疗方法8按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发并更

新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原则进行治疗#并按更新修

订的版本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主要治疗方法!#&$抗

病毒治疗!洛匹那韦H利托那韦#雅培制药厂$"$$ ,<"

口服"% 次HG% #%$干扰素治疗!重组人干扰素
$

+%W

注射液#安徽安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万单位加

生理盐水 &$ ,/雾化吸入"%次HG% ##$抗感染治疗!

合并感染者用头孢哌酮舒巴坦钠#辉瑞制药$% <加

$F'E氯化钠 &$$ ,/静脉点滴"每 1 V一次'莫西沙星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F0 <静脉点滴"& 次HG%

#0$人免疫球蛋白#成都蓉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治

疗!按每公斤体重 $F# C$F0 <计算"静脉点滴"&次HG"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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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患者用 " CD G"轻症患者用 # G% 通过增强机体

免疫力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 #"$血必净治疗!血

必净注射液#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加

入 $F'E氯化钠 &$$ ,/"静脉点滴"% 次HG"减轻炎症

反应% #($中医中药治疗!实行辨证施治"治疗原则

为扶正固本祛邪"标本兼治% 初期以祛湿邪扶正为

主"根据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疗法和方剂% 药用薄

荷&牛蒡子&蝉蜕&玄参&山药&党参&雷公藤等#随证

加减$水煎服"% 次HG% #D$机械通气治疗及氧疗!重

型患者面罩给氧 " C1 bH,.; 或持续使用飞利浦S($

无创呼吸机给予患者持续口鼻面罩无创正压通气治

疗"模式 >HK"无创呼吸机初始参数设置!呼吸频率

&0 次H,.;"吸气压力 &% 5,A

%

R"呼气压力 D 5,A

%

R"

氧浓度 "$E"潮气量 0($ ,/'危重型患者经口气管

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通气模式S+>T\S"有创呼吸

机初始参数设置!呼吸频率 &% C%0次H,.;"呼气末正

压#M6J.O.P::;G+:LM.N-O6N=MN:JJ8N:"X**X$" C&$ 5,A

%

R"

压力支持 &$ 5,A

%

R"氧浓度 0$E C'$E"潮气量

0$$ C0"$ ,/% 治疗过程中根据患者病情变化适当

调整呼吸机参数% #1$营养支持治疗!危重患者整

蛋白型肠内营养乳 "$$ ,/H次"% 袋HG"空肠营养管

持续泵入 D$ ,/HV% 轻症&普通型患者给予高热量&

高蛋白&富含维生素饮食%

.BC8护理方法8#&$轻症&普通型患者的护理!护

士做好三级防护接诊患者"进行入院评估"监测生命

体征"为患者介绍国家对新冠肺炎患者救治的政策

并给予书面告知书% 每日遵医嘱给予抗病毒或对症

治疗% 协助患者的生活所需"在正常餐饮的基础上"

中&晚餐各加一份营养鸡汤和 % 个水果% #%$重型

和危重型患者的护理!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及神

志变化"注意患者咳嗽&咳痰&胸闷&呼吸困难及紫绀

情况% 遵医嘱实施氧疗"并观察治疗效果% 气管插

管患者做好气道管理"保持呼吸道通畅"观察患者呕

吐物及大便的次数&性质和量等% 做好皮肤及压力

性损伤的预防与护理% ##$心理护理!根据疑似和

确诊新冠肺炎患者住院治疗后心理健康特征"为患

者制定心理护理方案"每日安排一名高年资护士对

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并通过微信平台&心理门诊热线

等形式开展患者心理咨询服务% 请心理医师给予针

对性疏导"% 次H周%

.BD8管理方法

&F0F&!发热门诊和专设新冠肺炎门诊管理!设置

临时发热分诊点并将其前移至医院大门入口处"首

先由分诊点护士对所有进入医院的人员进行体温测

量"检查并指导进入人员戴口罩"分诊点医师对发热

患者#体温_#DF# `$进行问诊"重点了解患者的疫

区地居住&旅游&停留&乘坐交通工具和有无接触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史等情况"并做好相关资料的记录

工作#医院制定统一的登记表$"对确有流行病学接

触史的发热患者"由护士一对一引导至专设的新冠

肺炎专科门诊作进一步的筛查%

&F0F%!收治病房管理!#&$疑似患者管理!收治隔

离病房"每位患者单间隔离"不允许串门"不设陪护%

#%$确诊患者管理!确诊者收治隔离病房"可 % 人同

住一室'重型&危重型及生活不能自理的患者收治于

负压隔离病房"普通型患者收治于有+三通道二带,

的隔离病房%

&F0F#!隔离病房管理!#&$设置独立的隔离病房

楼% 该楼房与其他建筑物的距离 _&$$ ,"病区分

东&西%个入口"东面为医务人员入口"西面为患者入

口"均能通达电梯和楼梯"西面小侧门为医疗垃圾出

口% #%$设置+三区三通道二走廊二带,% 三区!清

洁区&潜在污染区&污染区"每个区域有物理屏障分

隔% 三通道!患者通道&医护人员通道&污物通道%

二走廊!内走廊&外走廊% 二带!在清洁区与潜在污

染区&潜在污染区与污染区之间建立 % 个缓冲带"各

区域界线分明"不交叉"减少干扰"合理分离人流&物

流"实现医患分流和洁污分流(")

"并在病区内贴有

箭头地标% ##$严格区分清洁区&潜在污染区和污染

区% 医务人员行走线路为+清洁区
!

潜在污染区
!

污

染区,"不允许逆向行走"病区内的物品一律从污区

出口运出% #0$严格病区环境和物品消毒% 病区地

面&物表面用 % $$$ ,<Hb含氯消毒剂湿拖及擦拭"作

用 #$ ,.;'患者出院后对病室终末消毒"紫外线灯照

射 & V"通风 #$ ,.;

(()

% 床单使用床单元臭氧被服消

毒机消毒 & V 后再拆被服并装入橘红色双层被服专

用袋中"袋口打鹅颈结"袋口及周边使用 % $$$ ,<Hb

的含氯消毒剂喷洒后送洗衣部统一消毒清洗% 床头

柜&呼叫铃&门把手等高频接触物表面使用 % $$$ ,<Hb

的含氯消毒剂擦拭"作用 #$ ,.;%

&F0F0!物资储备与管理!#&$指定专人对物资进

行集中统一管理"负责物品的领取和配送"每日盘查

防护物品的储备及消耗情况并及时上报补充"保证

各区防护物品供应充足和诊疗工作正常运行% #%$

护士长分别按办公类&医疗设备类&防护类&消毒类

和生活类将物品进行归类存放"并做好申领登记和

保养维护工作"保证物品处于备用状态%

&F0F"!应急救护队伍管理!#&$成立应急诊疗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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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管理指挥部"增扩应急队员% 应急队长由医务部

部长和护理部主任担任"成员为各科室主任&护士长

及业务骨干担任"要求至少在临床工作 # 年以上"身

体健康"自愿参加新冠肺炎患者救护队% #%$完善

应急组织结构% 应急护理指挥部下设医疗管理&护

理管理指挥组&重型患者管理组&普通型患者管理组

和后期保障组% 管理指挥组及时收集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最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结合

本院的实际情况制订诊疗及护理工作指引&工作流

程并及时进行培训"使医护人员及时掌握新冠肺炎

的流行特征&传播途径&临床表现&诊治方案&护理措

施&隔离防护方法和工作流程等% ##$加强应急队

员的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诊疗&护理方案"重型患者

的抢救配合"呼吸机&注射泵&监护仪&血气分析仪等

设备的使用"患者的病情观察"诊疗&护理工作流程&

相关制度&工作规范及防护知识等% 应急队员进入

隔离病区前再次强化个人防护及疾病知识的培训"提

高应急队员的知识和技能"提升疫情应对能力(D C&$)

%

&F0F(!隔离病区医务人员防护和人文关怀管理

面对传染病的救治"临床一线医护人员处于高度的

心理应激状态"严重影响着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和

诊疗&护理质量% 有研究(&&)提示"医院急性呼吸道

传染病事件可在不同程度上对高达 ($F$E的医护

人员造成心理伤害% 疫情发生后"我院采取相应的

人文关怀措施并确保落实到位% #&$心理疏导!联系

本院或其他专科医院心理医师对隔离病区医护人员

开展心理危机干预"通过心理疏导热线及微信公众

号开放心理援助通道"接受医务人员的心理咨询% 通

过微信问卷"调查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给予针

对性疏导% #%$正向激励!给予情感上的关怀和抚

慰"对他们所付出的辛勤劳动给予肯定并进行表彰

和奖励"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一线医务人员的困难

和现实问题% 安排好家属和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激

发医务人员的热情和使命感"使其能够全身心地投

入到临床诊疗&护理工作中% ##$后勤保障!保证充

足的防护物品供给"做好工作人员的餐饮供应"保证

充足的营养"以保持足够的体力'科学做好工作排班"

保障休息时间% #0$福利待遇!提高一线医护人员福

利待遇"参加应急工作期间原有科室待遇不变"给予

全院最高的绩效奖励"每个工作日再给予一定风险补

助% 在隔离病区工作 &" G后"给予出区休整 &0 G%

&F0FD!疫情信息管理!医师诊查发现疑似病例"在

AT>系统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报告卡."#$ ,.;

内电话通知医院公共卫生管理办公室"由疫情管理

员在 &F" V 内上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 疫

情管理员 %0 V值班"及时订正疫情报告卡%

,8结果

,B.8门诊就诊&筛查情况和收治结果!从 %$%$+$&+%& C

%$%$+$#+$% 我院新冠肺炎发热门诊共接诊发热患者

% ##$ 人次"筛查出疑似病例 D$ 例"收治确诊新冠肺

炎病例 "1 例% 至 %$%$+$#+$% 已治愈出院 "( 例"出

院患者住院天数为 ' C&1#&0F" 0̂F0$ G"患者出院

后到指定地集中观察 &0 G"回院复查胸部QK吸收好

转"核酸检测阴性'转院 % 例"院内治愈率为 &$$E%

全院无医务人员被感染%

,B,8医院人员和设备投入情况8自疫情发生以来"

医院共投入医护技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后勤人员达

#$$ 人% 其中医生 "$ 人"护理人员 &1$ 人"行政管

理人员 #$ 人"保洁人员 &$ 人"工勤人员 #$ 人% 投

入有创呼吸机 " 台&无创呼吸机 % 台&心电监护仪

&$ 台&体外循环氧合仪 & 台&空气消毒机 &$ 台&床

单位消毒机 0 台"以及大量一次性防护物资等%

C8讨论

CB.8新冠肺炎患者由于年龄&性别&基础疾病&基础

体质&就诊及确诊时间不同"病情轻重不一"治疗护

理难度大"技术需求高"感染风险大% 针对以上问

题"我院主要采取以下管理模式!#&$迅速成立统一&

协调&高效的应急管理体系"完善应急组织结构"保

证快速响应% #%$实施发热门诊及隔离病区特殊时

期特殊化管理"并做到令行禁止"各项管理措施落实

到位&到岗&到人"职责分明% ##$全方位开展全员

新冠肺炎防护及救治知识和技能培训"确保医务人

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及时掌握新冠肺炎防控相关知识

和技能% #0$合理统一调配医疗资源和防护物资"

确保供应及时到位和充足% #"$及时有效地对医护

人员进行心理危机的宣教和干预"确保紧急疫情下

医务人员和员工思想和心理平稳和安定% #($实施

全方位&全流程动态跟踪管理"及时调整修订和不断

优化完善各项工作流程与方案% #D$及时掌握疫情

进展信息"随时做好后备人员&物资的贮备&补充和

急需启动工作%

CB,8新冠肺炎的防控和诊疗除了广大医务人员的

团结奋战外"必须依靠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以及全民

共同参与的联防联控机制"才能取得抗+疫,的全面

胜利% 我院作为新冠肺炎收治的市级定点医院"依

靠科学&规范的防控及临床诊疗&护理管理模式"有

效地遏制了疫情扩散"提高了救治能力和水平"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 的全国报告数据显示"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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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诊治服务的全国 0%% 家医疗

机构中"共有 # $&' 名医务人员感染了新型冠状病

毒"其中确诊者达到了 & D&( 名(&%)

"而我院无医务人

员被感染% 我们的管理模式和经验可供交流和借鉴%

参考文献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4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

情况通报 (*cHRb)4#%$&'+&%+#&$4VOOM!HH7I7478V-;4<6P45;H

9N6;OH7:WHJV67U:O-./H%$&'&%#&$1'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4截至 # 月 % 日 %0 时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 (*cHRb)4#%$%$+$#+$#$4VOOM!HH

7774;V54<6P45;HL5JH=3OWH%$%$$#H5"11::%$&&#W0&#(W%D9%-$D+

9--D$D"W4JVO,/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4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 修正版$的通知4国卫办医函(%$%$)

&&D 号 (*cHRb)4# %$%$+$%+$1 $4VOOM!HH7774;V54<6P45;HL5JH

dV:;<57IH%$%$$%HG0W1'"##D:&'00"91GD%195-9&:#:&#-4JVO,/

0!吕!扬"贾燕瑞"高凤莉4参与救治新发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医护人

员心理健康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4中国护理管理"%$&'"&'#&$!

1# )1(4

"!吴锋耀"董文逸"林艳荣"等4传染病重症医学规范化管理初步探

讨([)4现代医院"%$&1"&1#&$$!&0&& )&0&#"&0&(4

(!王李胜"杨建国"鄢建军"等4医院血液净化中心应对 %$&' 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管理实践([HRb)4全科护理4(%$%$+$%+$#)4

VOOM!HH];J45;].4;:OH]5,JHG:O-./H&04&#0'4@4%$%$$%$#4&00(4

$$%4VO,/4

D!黄国爱"梁青莲"韦彩云"等4传染病医院护士埃博拉出血热相关

知识培训效果分析([)4中国临床新医学"%$&1"&&#&$$!&$0% )

&$004

1!李因茵"张!悦"刘丽英"等4综合培训在塞拉利昂埃博拉出血热护

理人员穿脱防护装具中的应用([)4解放军护理杂志"%$&""#%#%$!

0 )D4

'!e-;<\"U8 b"fV68 UA":O-/4>O8G=6; OV::M.G:,.6/6<=-;G ,:-J+

8N:J96N56;ON6/6; J:P:N:-58O:N:JM.N-O6N=J=;GN6,:.; a8-;<dV68 5.O=

([)4fV6;<V8-b.8 g.;<c.;<g8:f-fV."%$$#"%0#"$!#"# )#"D4

&$!杨!滢"沙花燕"于燕波"等4参与援塞抗击埃博拉出血热的成效

与建议([)4护理学杂志"%$&""#$#%0$!"1 )($4

&&!b67[a" e./G:N+>,.OV ?4T;9:5O.68JN:JM.N-O6N=.//;:JJ:J-;G OV:.N

.,M-5O6; V:-/OV5-N:76N]:NJ! -N:P.:7([)4?;; ?5-G \:G >.;<-+

M6N:" %$$""#0#&$!&$" )&&$4

&%!中国新闻网4中疾控报告!逾 #$$$ 名医务人员感染新冠病毒

(*cHRb)4# %$%$+$%+&1 $4VOOM!HH;:7J4=68OV45;H<;H%$%$$%H

O%$%$$%&1h&%%$&%''4VO,4

%收稿日期!%$%$ )$0 )&#&%本文编辑!吕文娟!余!军&

本文引用格式

韦彩云"吴锋耀"龚贝贝"等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市级定点收治医院防

控诊疗及护理管理模式探讨([)4中国临床新医学"%$%$"&##"$!00# )

00D4

*D00*

!!中国临床新医学!%$%$ 年!" 月!第 &#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