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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系统检索'评价和总结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标本采集最佳证据的文献& 方法!检索6789&:;8'

<=>39(?@';A:;@B?CD(2?)2@'E32FD(G@H)ID(DJ'%'I(B@'世界卫生组织#KL6$官网'国际指南协作网#M8N$'美

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官网#E9E$'英格兰公共卫生官网#CL%$'COIA@P'中国知网#ENQ8$'万方数据库'维

普数据库#78C$'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E;AP)B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网站上关于新

型冠状病毒核酸标本采集的证据"包括指南'最佳实践'证据总结'专家共识'系统综述'系统评价等文献& 由

4 名经过循证护理培训的研究者独立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对符合质量标准的文献进行证据提取& 结果

共纳入 4+篇文献"包括指南 5篇"最佳实践 +篇"专家共识 R篇"证据总结 +篇"系统综述 + 篇和系统评价 + 篇&

从标本采集要求'采集方法'保存'转运'职业防护和结果报告 " 个方面汇总了 -- 条证据& 结论!本研究总结

核酸标本采集的最佳证据文献"为临床医护人员落实核酸标本采集的规范性操作提供循证依据"提高核酸标

本采集和管理的准确性"及时'有效地协助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标本%!循证护理%!证据总结

!!!中图分类号"!S-.-!!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T-R$"#4$44$$5 T$R". T$"

!!P3)%+$1-5"5UV1)BBG1+".# T-R$"14$441$514$

!!新型冠状病毒#B@W@D@(2O?@D@B=)D(?3DJBJGPD3'@

23D3G(W)DOB4"XYSX&E37&4$至今仍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快速有效的疾病诊断有利于患者的治疗和疫情的防

控& 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新型

冠状病毒核酸#以下简称核酸$检测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

& 核酸标本规范化采集和管理是核酸检测的关

键环节"是保证核酸检测质量的基础"是确保生物安

全必不可少的关键一步(4)

& 本研究通过文献检索'文

献质量评价'证据提取和分级"汇总核酸标本采集的

最佳证据"为临床医务人员规范化采集和管理核酸标

本提供参考&

!"资料与方法

!#!"检索策略"根据*"X+证据模型"以自上而下的

原则检索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标本采集的指南'最佳实

践'证据总结'专家共识'系统评价及与证据相关的原

始研究文献& 以*新型冠状病毒+或*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和*核酸采集+或*核酸检测或样本采集+

为中文检索词& 以*G3W@*23D3G(W)DOB3DE6789&+5 3D

XYSX&E37&4 3D4$+5&GE37+(GP*GO2*@)2(2)P ?@B?)GZ3D

GO2*@)2(2)P 23**@2?)3G 3DGO2*@)2(2)P P@?@2?)3G 3DB=@2)'@G

23**@2?)3G+为英文检索词"检索6789&:;8'<=>39(?@'

;A:;@B?CD(2?)2@'E32FD(G@H)ID(DJ'%'I(B@'世界卫生

组织#K3D*P L@(*?F 6DZ(G)[(?)3G"KL6$官网'国际指

南协作网#MO)P@*)G@B8G?@DG(?)3G(*N@?\3D]"M8N$'美

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官网#E@G?@DB̂3D9)B@(B@E3G&

?D3*(GP CD@W@G?)3G"E9E$'英格兰公共卫生官网#COI*)2

L@(*?F %GZ*(GP"CL%$'COIA@P'中国知网#EF)G(N(?)3G(*

QG3\*@PZ@8G D̂(B?DO2?OD@"ENQ8$'万方数据库'维普数

据库#78C$'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EF)G(;)3*3ZJ

A@P)2)G@P)B2"E;AP)B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等网站上关于核酸标本采集证据的文献"

检索时限为建库至 4$4+ 年 +4 月&

!#$"文献的纳入及排除标准"纳入标准!研究内容

为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标本采集的相关文献%证据类

型为指南'最佳实践'证据总结'专家共识'系统综述'

系统评价& 排除标准!无法获取全文"未通过文献质

量评价的研究&

!#%"文献质量评价标准

+_-_+!指南的质量评价!采用英国临床指南研究

与评价系统#Y==D()B(*3̂MO)P@*)G@B̂3DS@B@(D2F (GP

%W(*O(?)3G

!

"YMS%%

!

$

(-)进行质量评价"该工具

包括 "个领域及 4- 个条目& " 个领域包括范围和目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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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人员'制定的严谨性'清晰性'应用性和编辑

的独立性%每个条目的分值分别为 + .̀ 分"+ 代表很

不同意'. 代表同意& 各领域标准化百分比得分 a

(#该领域实际得分T该领域最小可能得分$U#该领

域最大可能得分T该领域最小可能得分$) b+$$c"

得分越高说明与该条目符合程度越高"以及是否推

荐使用"标准化处理结果
!

"$c为强烈推荐"-$c `

"$c为推荐" d-$c为不推荐&

+_-_4!专家共识的质量评价!专家共识类文章采用

澳大利亚 :;8#:3(GG(;D)ZZB8GB?)?O?@$循证卫生保健

中心质量评价工具(#)

"该工具包括 " 个评价项目"评

价者对每个评价项目做出*是+*否+*不清楚+*不适

用+的判断"并最终经过小组讨论"决定该文献的质量&

+_-_-!最佳实践'证据总结'系统综述和系统评价的

质量评价!最佳实践与证据总结追溯证据所依据的

原始文献"按照原始文献的质量评价标准进行质量

评价& 系统评价采用澳大利亚:;8循证卫生保健中

心系统评价标准(,)进行质量评价"该工具包括 ++ 个

评价项目"每个评价项目按*是+*否+*不清楚+*不

适用+进行评价& 系统综述的质量评价标准采用美国

约翰霍普金斯循证护理实践项目管理工具%;C#:3FGB

L3=])GBNODB)GZ%;CA3P@*(GP MO)P@*)G@B":LN%;C$

中的非研究型证据评价工具对纳入的研究进行文献

质量评价(")

"该工具包括 . 个评价项目"评价者对每

个评价项目做出*是+*否+*不清楚+*不适用+的判断&

!#&"文献质量评价与证据提取!所有文献均由 4 名

接受过系统循证培训的研究人员独立完成"如有争

议"与第三者商议解决达成共识后"最终决定是否纳

入& 通过阅读纳入文献的全文"逐条提取证据内容及

来源"并根据主题对证据进行汇总& 当不同来源的证

据结论冲突时"本文遵循的纳入原则为循证证据'高

质量证据和最新发表文献优先(.)

&

$"结果

$#!"纳入文献的一般情况!本研究共纳入 4+ 篇文

献"其中指南(R&+")

5篇"最佳实践(+.)

+篇"专家共识(+R&4,)

R篇"证据总结(4")

+篇"系统综述(4.)

+篇和系统评价(4R)

+ 篇& 纳入文献的一般特征见表 +&

表 +!纳入文献的一般特征

纳入文献 年份 文献类型 文献来源 文献主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R)

4$4+ 指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全员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
#第二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5)

4$4$ 指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疗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工作手册
#试行$

英格兰公共卫生(+$)

4$4+ 指南 CL% 采样和诊断室指南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4$4+ 指南 E9E

收集和处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23D3G(W)DOB

P)B@(B@4$+5"E6789&+5$检测临床标本的临
时指南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4)

4$4+ 指南 E9E

处理与E6789&+5相关标本的临时实验室生
物安全指南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

4$4+ 指南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
关于使用快速抗原检测测试来识别
XYSX&E37&4 感染的临时指南

澳大利亚政府卫生部(+#)

4$4+ 指南
澳大利亚传染病网络和
公共卫生实验室网络

关于 XYSX&E37&4 的快速抗原检测的
联合声明

澳大利亚政府卫生部(+,)

4$4+ 指南 澳大利亚公共卫生实验室网络 关于 XYSX&E37&4 实验室检测的指南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
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

4$4$ 指南 万方数据库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 合 + 混采检测技术
规范

加拿大公共卫生实验室呼吸道病毒感染
工作组(+.)

4$4$ 最佳实践 加拿大公共卫生实验室网络 E6789&+5 最佳实践

H)O等(+R)

4$4$ 专家共识 %'I(B@ XYSX&E37&4 核酸检测专家共识

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5)

4$4$ 专家共识 E;AP)B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实验室生物安全防
护专家共识

上海市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4$)

4$4$ 专家共识 E;AP)B2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和抗体检测临床应用专家
共识

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4+)

4$4$ 专家共识 万方数据库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专家共识

中国医院协会临床微生物实验室专业
委员会(44)

4$4+ 专家共识 万方数据库 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检测专家共识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基因检测分会等(4-)

4$4+ 专家共识 万方数据库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快速检测临床规范化应
用专家共识

蒋黎等(4#)

4$4$ 专家共识 ENQ8

四川省新型冠状病毒相关实验室检测及生
物安全操作专家共识

米元元等(4,)

4$4$ 专家共识 ENQ8 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标本采集技术专家共识

付小霞等(4")

4$4+ 证据总结 ENQ8

重大传染病疫情标本采集技术的最佳证据
总结

7@G?@D和S)2F?@D

(4.)

4$4$ 系统综述 ;A: 对E6789&+5 进行有效地诊断分析

K(GZ等(4R)

4$4$ 系统评价 COIA@P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儿胃肠道症状及粪便
核酸检测!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

,R"R,

EF)G@B@:3ODG(*3̂N@\E*)G)2(*A@P)2)G@"X@=?@'I@D4$44"73*O'@+,"NO'I@D5!!



$#$"文献的质量评价结果

4_4_+!指南的质量评价结果!本研究共纳入 5 篇指

南(R&+")

"均按照研究与评价指南的评估#?F@Y==D()B(*3̂

MO)P@*)G@B̂3DS@B@(D2F (GP %W(*O(?)3G

!

"YMS%%

!

$

量表进行评价"各领域标准化百分比及推荐级别&

见表 4&

表 4!指南的质量评价结果

纳入文献 年份
各领域标准化百分比#c$

范围和目的 参与人员 制定严谨性 清晰性 应用性 编辑的独立性

!

"$

领域数
#个$

!

-$

领域数
#个$

推荐
级别
#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R)

4$4+ 5$_4. R$_,, R"_#, RR_RR R5_,R R-_-- " " Y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5)

4$4$ RR_RR R._,$ R,_5- 5+_"" 54_.$ R._,$ " " Y

英格兰公共卫生(+$)

4$4+ R#_.4 R"_++ 5$_"4 5#_## 54_.$ R+_4, " " Y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4$4+ RR_RR R._,$ R._,$ 5$_4. R5_,R 5+_"" " " Y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4)

4$4+ 5$_4. R"_++ RR_$4 5#_## RR_,# R+_4, " " Y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

4$4+ 5#_## 5+_"" 5,_R- 5#_## 5,_R- ,$_$$ , " Y

澳大利亚政府卫生部(+#)

4$4+ R._,$ RR_RR R,_#+ 5#_## R4_45 R-_-- " " Y

澳大利亚政府卫生部(+,)

4$4+ 5+_"" R+_5# R"_#, 5._44 5,_R- R-_-- " " Y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

4$4$ 5._44 R._,$ R"_5. RR_RR R4_45 .4_5+ " " Y

4_4_4!专家共识的质量评价结果!纳入专家共识

R 篇(+R&4,)

"根据澳大利亚:;8的专家共识质量评价工

具评价后"予以纳入& 见表 -&

表 -!专家共识的质量评价结果

!纳入研究 年份
" # $ % & '

H)O等(+R)

4$4$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5)

4$4$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上海市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4$)

4$4$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4+)

4$4$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中国医院协会临床微生物实验室专业
委员会(44)

4$4+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基因检测分会等(4-)

4$4+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蒋黎等(4#)

4$4$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米元元等(4,)

4$4$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

"

是否明确标注观点的来源%

#

观点是否来源于该领域有影响

力的专家%

$

所提出的观点是否以研究相关的人群利益为中心%

%

结

论是否基于分析的结果"观点表达是否具有逻辑性%

&

是否参考了现

有其他文献%

'

所提出的观点与以往文献是否有不一致的地方

4_4_-!最佳实践'证据总结'系统综述和系统评价的

质量评价结果!本研究纳入的 + 篇最佳实践(+.)

"追

溯原始文献"其研究类型为 # 篇指南"经评价后纳入&

纳入的 +篇证据总结(4")

"通过追溯证据的原始文献"

所采用的证据来源于 +4 篇指南"- 篇专家共识"# 篇

系统综述和 + 篇证据总结经评价后纳入& 纳入 + 篇

系统综述(4.)

".个条目的评价结果均为*是+"质量较

高予以纳入& 纳入 + 篇系统评价(4R)

"条目 ##检索文

献的数据库或资源是否充分$为不清楚"其余 +$ 个条

目的评价结果均为*是+"予以纳入&

$#%"证据汇总与描述"采用澳大利亚-:;8证据预

分级及证据推荐级别系统#4$+# 版$.

(45)对纳入的证

据进行分级和评定推荐级别"按照研究设计类型将证

据等级划分为 + ,̀级"等级越高"评价越好& 证据预

分级后根据 :;8证据的(可行性#e&̂@(B)I)*)?J$'适宜

性#Y&(==D3=D)(?@G@BB$'临床意义#A&2*)G)2(*'@(G)GZ$

和有效性#%&@̂̂@2?)W@G@BB$)结构指导下"分为Y级#强

推荐$和;级#弱推荐$& 通过对核酸标本采集证据进

行汇总"最终从标本采集要求'采集方法'保存'转运'

职业防护'结果报告 "个方面纳入 --条证据& 见表 #&

表 #!核酸标本采集的最佳证据

类!别 最佳证据 质量等级 推荐级别

标本采集要求
+_标本采集人员应为医师或护士(R)

"经过生物安全培训且考核合格"熟悉标本种类和采集方法"熟练
掌握标本采集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确保标本质量符合要求'标本及相关信息可追溯(R&5"++"4+"4,)

&

H@W@*, Y

4_标本类型为呼吸道标本"上呼吸道标本包括鼻咽拭子'口咽拭子"鼻咽抽取物%下呼吸道标本包括
呼吸道吸取物'支气管灌洗液'肺泡灌洗液'深咳痰液等& 根据临床需要留取粪便标本(5"44"4R)

&

H@W@*+ Y

-_上呼吸道标本使用无菌拭子采集(++)

"下呼吸道样本放在通用的无菌样本收集容器中(+$"4.)

&

H@W@*, Y

#_采集拭子选用涤纶'人造丝'聚酯'尼龙等非棉质'非藻酸钙材质的拭子或植绒棉签"且柄部为细塑
料或金属丝杆的非木质材料"折断点位于距拭子头顶端 - 2'左右"易于折断(R"++"+,"+"&+."4$)

&

H@W@*, Y

,_标本采样管首选含胍盐保存液"管帽和管体应为聚丙烯材质"螺旋口可密封"松紧适度"盖内有垫
圈"耐冷冻& 管体透明"可视度好(R"+")

&

H@W@*, Y

,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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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类!别 最佳证据 质量等级 推荐级别

标本采集方法
"_采集前"应核对受检者身份信息(R&5"+")

%评估待检者的年龄'意识'自理能力'配合程度等综合因素&

采集呼吸道标本前"应评估待检者的口腔黏膜有无出血'是否出现呼吸功能等障碍(4,&4,)

&

H@W@*+ Y

._门诊患者采集鼻咽拭子或口咽拭子或者联合采集"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优先采集下呼吸道分泌物"

如深部咳痰'呼吸道抽取物或支气管灌洗液(+,"4.)

&

H@W@*, Y

R_采集标本可获得时"建议采集顺序为鼻咽拭子'口咽拭子'痰液"然后是支气管肺泡灌洗液(+R"4$&4+)

&

H@W@*, Y

5_尽可能采集发病早期患者的鼻咽拭子和口咽拭子标本(+R"4+)

&

H@W@*, Y

+$_采集多个部位标本#包括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可提高检测的灵敏度并减少假阴性结果(4.)

&

H@W@*# ;

++_鼻咽拭子!待检者头部充分后仰或背卧位平躺"测量鼻尖到耳垂的距离并用手指做标记"将拭子
插入测量距离#拭子深入距离最少应达耳垂部位到鼻尖长度的一半$& 使拭子在鼻内停留 +, -̀$ B"

轻轻旋转 - ,̀ 次"迅速将拭子放入装有 4 '*细胞裂解液#在核酸提取试剂盒中提供$或含有SNY酶
抑制剂的细胞保存液的样品收集管中"插入拭子后在靠近顶端处折断无菌拭子杆"旋紧管盖并用封口
膜封闭(++"+,"+R"4+"4,&4")

&

H@W@*+ Y

+4_建议使用同一个拭子从双侧鼻腔采集标本(+$&++"+,)

"但如果第一次采集的小尖端已被液体浸透"

则没有必要从两侧采集标本(++)

&

H@W@*, Y

+-_口咽拭子!待检者用清水或生理盐水漱口"采样人员将拭子放入无菌生理盐水中湿润#禁止将拭
子放入病毒保存液中"避免抗生素引起过敏$"待检者头部微仰"嘴张大"并发*啊+音"露出两侧咽扁
桃体"用压舌板轻压舌部"将拭子越过舌根"在被采集者两侧咽扁桃体稍微用力来回擦拭至少 - 次"然
后再在咽后壁上下擦拭至少 - 次"迅速将拭子头浸入含 4 -̀ '*病毒保存液的管中"在靠近顶端处折
断无菌拭子杆"旋紧管盖并用封口膜封闭(5"+,&+""+R"4+"4,&4")

&

H@W@*+ Y

+#_同时采集一份口咽拭子和一份鼻咽拭子放在同一收集管中可提高检测的准确性(+$&++"+,"+R"4$&4+)

&

H@W@*, Y

+,_儿科患儿取口鼻咽拭子时"将孩子处于一个舒适'安全的位置"最好是坐在监护人的腿上"监护人
将一只手臂交叉在孩子的身体上"握住自己的手臂"另一只手放在孩子的额头上& 采集标本时"采集
人员保持镇静'自信(+,)

&

H@W@*, ;

+"_深咳痰收集"收集前待检者漱口"深咳后收集痰液于一次性无菌'防漏'干式旋盖采样杯中#含有 4 '*

的蛋白酶Q$"收集痰液后旋紧杯盖并用封口膜封口& 条件允许"应在 -$ ')G内完成检测& 如果标本
需要远距离运输"则不应提前加入蛋白酶Q

(5"+,"+R"4+)

&

H@W@*, Y

+._鼻咽或呼吸道抽取物"待检者头后仰 .$f"用与负压泵相连的收集器从鼻咽部抽取黏液或从气管
抽取呼吸道分泌物& 将收集器头部插入鼻腔或气管"接通负压"旋转收集器头部并缓慢退出"收集抽
取的黏液"并用 - '*采样液冲洗收集器 + 次#亦可用小儿导尿管接在 ,$ '*注射器上来替代收集器$"

收集 4 -̀ '*到无菌'防漏的螺旋顶痰收集杯或干燥的无菌容器中(5"++"+,)

&

H@W@*, Y

+R_支气管灌洗液"将收集器头部从鼻孔或气管插口处插入气管#约 -$ 2'深处$"注入 , '*生理盐
水"接通负压"旋转收集器头部并缓慢退出& 收集抽取的黏液"并用采样液冲洗收集器+ 次#亦可用小
儿导尿管接在 ,$ '*注射器上来替代收集$收集

!

, '*到无菌'防漏的螺旋顶痰收集杯或干燥的 ,$ '*

无菌容器中(5"++"+,)

&

H@W@*, Y

+5_肺泡灌洗液!由临床医师无菌操作"局部麻醉后将纤维支气管镜通过口或鼻经过咽部插入右肺中
叶或左肺舌段的支气管"将其顶端契入支气管分支开口"经气管活检孔缓缓加入灭菌生理盐水"每次
-$ ,̀$ '*"总量 +$$ 4̀,$ '*"不超过 -$$ '*& 吸取

!

, '*肺泡灌洗液到带螺帽的 ,$ '*无菌容器中&

收集标本后旋紧标本盖并用封口膜封口(R&5"4+)

&

H@W@*, Y

标本保存!!

4$_标本采集后"将标本加盖"确认不会洒出"用 .,c乙醇喷洒标本采集管外部"立即放入标有*生物危
险+密封袋中并封严封口%然后用 .,c乙醇喷洒密封袋外部"密封袋置于标本盒"注意保持直立不倒"

再放入标本转运容器"并对转运容器进行外部消毒(R"+5"4+)

&

H@W@*, Y

4+_标本应三层包装!内包装'中间包装和外包装"防水'防破损'防漏"且能抵抗高压'抵抗高温和低温&

运输容器和包装材料上应有相关的生物危害标签'警告和提示& 防漏内容器应在包装上贴上生物危害
标志并放置在中间容器中& 外包装上贴有传染性物质标识& 内部容器和中间容器之间应放置足量的吸
收材料& 中容器应固定在坚硬的外容器中"中容器和外容器之间应放置凝胶冰袋(+$"+4"+R&44"4")

&

H@W@*+ Y

44_标本采集后 4 #̀ F内送到实验室(5"+""+""4+&44)

&

H@W@*, Y

4-_标本储存"室温不超过 # F

(5"4$"44)

%# g以下不超过 4# F

(+""+R"44"4,)

%长期#

!

4# F$储存温度应控制
在T.$ g以下(+""+R)

&

H@W@*, ;

标本转运!!

4#_标本运输应由专门的标本运送人员负责并进行二级防护"随身携带 .,c乙醇"应对意外溢
出(+""+R"4$&4+"4#)

& 标本运送应 4 人同行(4+"4,)

"长途运输至少由 + 名标本运送人员和司机同时转运标
本"条件允许时应配备标本转运监控装置(4+)

&

H@W@*, ;

4,_标本应单独转运"不能和其他物品混杂放置"禁止气动系统转运标本(4$)

&

H@W@*, Y

4"_在 4 R̀ g运输时"运输时间不应超过 4# F

(+R"4$&4+)

&

H@W@*, Y

4._长途运输标本#时间超过 4# F$"建议 T.$g或更低温度保存运输(++"+."4$&4+)

& 标本需外送"应采
用冰袋或干冰等制冷方式进行保存(5"4$"44)

&

H@W@*, Y

4R_核酸快速检测应在本医疗机构设置的采样点进行标本采集"单采单检& 标本采集后"只能送至本
医疗机构的实验室检测"不推荐长途运输或者外送检测(4-)

&

H@W@*, Y

职业防护!!

45_采样人员三级防护装备!工作服'一次性工作帽'N5, 以上防护罩动力送风过滤式呼吸器'护目
镜'防护面屏'防护服'乳胶手套'防水靴套(5"++)

"如有必要"可穿戴防水围裙或防水隔离衣(+R"4+)

&

H@W@*, Y

-$_*一人一采一消毒+

(4$)

&

H@W@*, Y

-+_待检者自主完成采集的标本#如咳痰'粪便$"医护人员交代完医嘱后即行回避(+5"4#)

&

H@W@*, ;

结果报告!!

-4_医疗机构应当为受检者出具检测报告"并告知其查询方式"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发热门诊'急诊$" F'

其他人群#普通门诊'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4 F"*愿检尽检+人群原则上不得超过 4# F 报告结果&

对于阳性结果应在 +4 F内上报结果(R&5)

&

H@W@*, Y

--_告知所有检测者"即使检测结果为阴性"仍要遵循公共卫生指导#保持身体距离'戴口罩'洗手并
减少社交$

(+-&+#)

&

H@W@*, Y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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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标本采集要求"第 + ,̀ 条证据为标本采集的

要求"主要包括采样人员'标本类型'标本放置'拭子

选择和采样管选择 , 个方面要求& 新型冠状病毒具

有传染风险"标本采集人员应为医护人员"且经过医

院感染管理部门或上级管理部门举办的生物安全培

训"并考核合格"熟练掌握标本采集操作流程及知晓

注意事项(R&5"++"4+"4,)

& 国内外指南及专家共识(5"44)推

荐核酸标本应采集呼吸道标本"包括上'下呼吸道&

K(GZ等(4R)的系统评价指出儿童E6789&+5的胃肠道

症状相对普遍"建议以消化道症状为首发症状的儿童"

其粪便标本核酸阴性作为出院标准之一& 国内专家共

识(44)建议处于疾病中后期的患者可采集粪便标本&

%#$"标本采集方法!第 " +̀5条证据总结了鼻咽拭

子'口咽拭子'痰液'鼻咽或呼吸道抽取物'支气管灌

洗液'肺泡灌洗液 " 种标本的采集方法及具体步骤&

标本采集人员应掌握每种标本的正确采集方法"规范

采集"提高核酸标本检测的准确性"减少假阴性结果&

标本采集前应核对受检者的信息"并评估受检者的基

本情况& 澳大利亚政府卫生部(+,)指南特别提出小儿

口鼻咽拭子采集的规范性操作& 国内外指南及专家

共识(+,"+R"4+)均推荐标本采集顺序为鼻咽拭子'口咽拭

子'痰液"然后是支气管或肺泡灌洗液&

%#%"标本保存与转运!核酸标本的保存与转运作为

核酸检测重要的步骤"是不容忽视的环节& 第 4$ `

4- 条证据总结了标本保存方法& 第4# 4̀R条证据总

结了标本转运方法& 本研究从核酸标本采集后的装

置'运送时间'运输包装'保存温度要求方面对标本的

保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传染风

险"建议T.$ g或更低温度保存运输标本(++"+."4$&4+)

"

运输人员应进行二级防护"运输过程中可配备标本转

运监控装置(4+)

&

%#&"职业防护!新型冠状病毒存在于患者的呼吸道

飞沫和气溶胶中"对采集者有传播风险"当与患者的

皮肤'衣物和日常用品接触后"有接触传播的风险&

第 45 -̀+条证据总结了职业防护证据"标本采集人

员应做到三级防护(5"4+)

"严格做到*一人一采一消

毒+

(4$)

"采集过程同时兼顾安全和目标"快速准确完

成标本采集时应尽量减少接触和避免气溶胶和飞沫

产生& 对于住院患者尽量缩短在床旁的持续时间&

如患者能自主采集标本"医务人员做完健康教育后应

即行回避&

%#'"结果报告!医疗机构应当为受检者出具检测报

告"并告知其查询方式"不得以任何理由不出具检测报

告& 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规定"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发

热门诊'急诊$" F'其他人群#普通门诊'住院患者及

陪护人员$+4 F"*愿检尽检+人群原则上不得超过

4# F报告结果& 核酸检测阳性结果时应按相关要求

在 +4 F内报告(R&5)

& 医疗机构可采用纸质'快递'网

络或信息化系统等多种形式发放核酸检测报告"并注

意保护个人隐私& 在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

下"结果报告应采用统一的样式"各个医疗机构互认

检测结果(5)

& 目前"疫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人们仍

面临感染的风险"第 -4 -̀- 条证据指出应告知受检

者!尽管检测结果为阴性"仍要随时做好疫情防控&

%#("小结!核酸检测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的重

要手段& 本研究通过汇总国内外核酸标本采集的最

佳证据"从标本采集要求'采集方法'标本保存'转运'

职业防护和结果报告 " 个方面总结了 -- 条证据"为

临床医护人员落实核酸标本采集的规范性操作提供

循证依据"提高核酸标本采集的准确性"及时'有效地

协助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

参考文献

(+) A3h" K(GZh" iFO i" @?(*1jO(*)?J'(G(Z@'@G?̂3D=3)G?&3̂&2(D@

?@B?)GZ3̂=(?F3Z@G GO2*@)2(2)PB! EF)G@B@@k=@D?23GB@GBOB(:)1eD3G?

E@**8G @̂2?A)2D3I)3*" 4$4+"++!.,,,$R1

(4) 王伟仙"刘义兰"望运丹"等1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检测集中采样管理(:)1护理学杂志"4$4+"-"#+R$!,# T,.1

(-) 韦!当"王聪尧"肖晓娟"等1指南研究与评价#YMS%%

!

$工具

实例解读(:)1中国循证儿科杂志"4$+-"R##$!-+" T-+51

(#) A2YD?FODY" Q*OZlD3Wl:" m(G L" @?(*18GG3W(?)3GB)G ?F@BJB?@'&

(?)2D@W)@\3̂?@k?(GP 3=)G)3G(:)18G?:%W)P ;(B@P L@(*?F2" 4$+,"

+-#-$!+RR T+5,1

(,) YD3'(?(D)B%" e@DG(GP@[S" M3P D̂@JEA" @?(*1XO''(D)[)GZBJB&

?@'(?)2D@W)@\B! '@?F3P3*3Z)2(*P@W@*3='@G?" 23GPO2?(GP D@=3D?)GZ

3̂(G O'ID@**(D@W)@\(==D3(2F(:)18G?:%W)P ;(B@P L@(*?F2" 4$+,"

+-#-$!+-4 T+#$1

(") 刘!宁"李!?1:3FGBL3=])GB循证护理实践模式工具表的更新

(:)1解放军护理杂志"4$+5"-"#R$!"" T"R" .41

(.) 邢唯杰"胡!雁"周英凤"等1推动证据向临床转化#六$证据总结

的制作与撰写(:)1护士进修杂志"4$4$"-,#+4$!++45 T++-41

(R)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关于印发全员新型冠状

病毒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第二版$的通知(%;U6H)1#4$4+&

$4&$R$ (4$4+&$5&+-)1F??=!UU\\\1GF21Z3W12GUJ[JZVUB.",5U4$4+$5U

(R# @̂+@22I#+##+R((,@II4+I#-"52RI1BF?'*1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关于印发医疗机构新型冠

状病毒核酸检测工作手册#试行$的通知(%;U6H)1#4$4$&$.&+-$

(4$4$&+4&-$)1F??=!UU\\\1Z3W12GUk)G\@GU4$4$&$.U+-U23G?@G?n

,,4",+#1F?'1

(+$) COI*)2L@(*?F %GZ*(GP1E6789&+5! ZO)P(G2@̂3DB('=*)GZ(GP 3̂D

P)(ZG3B?)2*(I3D(?3D)@B(%;U6H)1#4$4$&$+&+,$(4$4+&$-&45)1F??=B!UU

\\\1Z3W1O]UZ3W@DG'@G?U=OI*)2(?)3GBU\OF(G&G3W@*&23D3G(W)DOB&

,+.R,

!!中国临床新医学!4$44 年!5 月!第 +, 卷!第 5 期



ZO)P(G2@&̂3D&2*)G)2(*&P)(ZG3B?)2&*(I3D(?3D)@B1

(++) E@G?@DB̂3D9)B@(B@E3G?D3*(GP CD@W@G?)3G18G?@D)'MO)P@*)G@B̂3D

E3**@2?)GZ(GP L(GP*)GZ3̂E*)G)2(*X=@2)'@GB̂3DE6789&+5 >@B?)GZ

(%;U6H)1#4$4$&+4&-$$(4$4+&+$&4,)1F??=B!UU\\\12P21Z3WU

23D3G(W)DOBU4$+5&GE37U*(IUZO)P@*)G@B&2*)G)2(*&B=@2)'@GB1F?'*1

(+4) E@G?@DB̂3D9)B@(B@E3G?D3*(GP CD@W@G?)3G18G?@D)'H(I3D(?3DJ;)3&

B(̂@?JMO)P@*)G@B̂3DL(GP*)GZ(GP CD32@BB)GZX=@2)'@GBYBB32)(?@P

\)?F E3D3G(W)DOB9)B@(B@4$+5#E6789&+5$(%;U6H)1#4$4+&$"&+4$

(4$4+&+$&4R )1F??=B!UU\\\12P21Z3WU23D3G(W)DOBU4$+5&GE37U

*(IU*(I&I)3B(̂@?J&ZO)P@*)G@B1F?'*1

(+-) COI*)2L@(*?F YZ@G2J3̂E(G(P(18G?@D)'ZO)P(G2@3G ?F@OB@3̂D(=)P

(G?)Z@G P@?@2?)3G ?@B?B̂3D?F@)P@G?)̂)2(?)3G 3̂XYSX&E37&4 )G @̂2?)3G

(%;U6H)1#4$4$&+$&$.$(4$4+&$4&4-)1F??=B!UU\\\12(G(P(12(U

@GU=OI*)2&F@(*?FUB@DW)2@BUP)B@(B@BU4$+5&G3W@*&23D3G(W)DOB&)G @̂2?)3GU

ZO)P(G2@&P32O'@G?BUOB@&D(=)P&(G?)Z@G&P@?@2?)3G&?@B?B1F?'*1

(+#) COI*)2L@(*?F H(I3D(?3DJN@?\3D]&E3''OG)2(I*@9)B@(B@BN@?\3D]

YOB?D(*)(1CLHN(GP E9NYV3)G?B?(?@'@G?3G XYSX&E37&4 D(=)P

(G?)Z@G ?@B?B(%;U6H)1#4$4$&+$&$5$ (4$4+&$R&4-)1F??=B!UU\\\1

F@(*?F1Z3W1(OUD@B3OD2@BU=OI*)2(?)3GBU=F*G&(GP&2PG(&V3)G?&B?(?@'@G?&

3G&B(DB&23W&4&D(=)P&(G?)Z@G&?@B?B1

(+,) COI*)2L@(*?F H(I3D(?3DJN@?\3D]1CLHNZO)P(G2@3G *(I3D(?3D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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