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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Ｇ１９)影像学专题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期CT室消毒隔离和防护措施

覃蕾,李琴

【摘要】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在湖北省武汉市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Ｇ１９),其在短时间内迅速爆

发,蔓延至多个国家和地区.胸部 CT 平扫作为筛查和诊断 OVIDＧ１９的重要检查方式之一,疫情期间

大量疑似和确诊患者前来我科行胸部 CT 检查.如何做好 CT 室的消毒隔离工作,加强医务人员的自

身防护,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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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onavirusdisease２０１９(COVIDＧ１９)wasdiscoveredinWuhan,Hubeiprovincein
December２０１９,whichbrokeoutrapidlyinashortperiodoftimespreadingtomanycountriesandreＧ
gions．AlargenumberofpatientsunderwentchestCTscan,sinceitwasoneoftheimportantwaysin
thescreeninganddiagnosisofCOVIDＧ１９pneumonia．HowtoproperlyperformdisinfectionandisolaＧ
tionofCTscanroomandstrengthentheselfＧprotectionofmedicalstaffareparticularly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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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disＧ
ease２０１９,COVIDＧ１９)是一种经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

播的 传 染 性 疾 病,其 病 原 体 ２０１９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SARSＧCoVＧ２)是一种变异的新型冠状病毒,具有较

强的传染性[１].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宣布将该病

纳入国家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传染病防控措施[２].
胸部CT检查[３Ｇ４]因密度分辨力高,可准确且直观地显

示胸部的细微结构,是临床筛检和诊断 COVIDＧ１９的

首选方式之一.我科２０２０年１月以来共为２６０００余

名疑似及确诊 COVIDＧ１９患者行胸部 CT 平扫,１０９
名技术员,１５名护士参与倒班,无一人感染.现将

COVIDＧ１９爆发期CT室的消毒隔离及防护措施总结

如下.

制定方案

成立以科主任为首的领导小组,依据«华中科技大

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新型冠状病毒医院感染防

控制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中常见医用防护用

品使用范围指引»[５]以及２０２０年２月２日中华医学会

影像技术分会传染病影像技术专业委员会专家共识协

作组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２０１９ＧnCoV)感染肺炎放

射检查方案与感染防控专家共识»[６],制定«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放射科新型冠状病毒

(２０１９ＧnCoV)感染肺炎放射检查院感指南»,设专人负

责督导检查.
划定相对固定的检查区域,将门诊 CT 室设置为

发热门诊专用,仅针对发热患者做胸部CT检查,非发

热患者安排于老住院部２号机房、３号机房行胸部CT
平扫.

根据现行情况调整常规排班模式,协调好参与倒

班的技术员及护士,保证充足的休息,避免长时间疲劳

作战削弱自身抵抗力.

加强消毒隔离及防护措施培训

采用多种方式(发放资料、微信学习群以及录制示

范视频)对 COVIDＧ１９感染防控措施进行全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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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消毒隔离知识[７]、区域划分、行走路线、手卫生、正
确穿脱防护服[８]、职业暴露后的处理等,提高CT室技

术员和护士的消毒隔离意识和自我防护水平.

落实各项消毒隔离及防护措施

１消毒

空气消毒[９]:使用循环空气消毒机 HealthPro持

续消 毒[１０],并 加 强 环 境 通 风. 无 人 的 机 房 开 启

１．５W/m３ 紫 外 线 灯 照 射 消 毒[１１Ｇ１２],白 天 消 毒 ３ 次

(６AM、１２N、６PM),每次１h(特殊情况视患者检查时

间适时调整),夜间可照射２h.
地面及物表消毒:采用２０００mg/L含氯消毒剂拖

地,每日至少４次(６AMＧ１０AMＧ２PMＧ６PM).遇呕吐

物污染地面时,用一次性吸水材料(如纱布、抹布等)移
除后再用２０００mg/L含氯消毒剂彻底擦拭消毒地面.
吸满污染物的材料丢进５０００mg/L含氯消毒剂中浸

泡３０min后再装至黄色医疗废物收集袋.
医疗设备消毒:采用７５％医用酒精擦拭消毒设备

表面(特别是检查床、控制面板等区域)[１３],遇体液、血
液等污染物时,可用 Clinell伽玛清洁吸附巾,自来水

湿润后S形擦拭,再常规消毒.
经常用伽玛医用消毒湿巾擦拭键盘、鼠标、电话、

扫码器及桌面[１４],患者递交的检查申请单放于带盖的

盒子里,工作区域的纸张不外带,以减少感染的机会.
老住院部CT机房配备柜机空调,使用前将室内

机的送风口、滤网进行清洁和消毒,每周至少两次.
为避免交叉感染,机房两名工作人员一人负责操

作电脑,另一人负责安排患者检查、定位、交代取报告

事宜,操作过程中应随时做好手卫生;等待检查的患者

及家属均需佩戴口罩并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进机房

前检查穿戴、着装是否符合检查要求,检查床铺一次性

床单,一人一单.如遇 COVIDＧ１９阳性的患者,检查

完成后立即给予７５％医用酒精擦拭消毒检查床,视情

况进行紫外线照射消毒.

２隔离

整个CT室实行严格的三区两通道,三区即污染

区、半污染区、清洁区;两通道即患者通道和医务人员

通道.各区域标识清晰,严格按照区域划分进行穿脱

防护物品.
每一名参与发热门诊CT值班人员归队前需隔离

１４天.家属有确诊或疑似 COVIDＧ１９者,不予排班,
居家隔离１４天[１５].

所有工作人员每日监测体温,若有体温连续两次

＞３７．３℃、干咳、乏力、头痛或其他症状,立即进行隔离

并进行相应观察治疗.

３个人防护

放射科工作人员上班前正确穿戴合适的防护用

品,避免因防护用具的使用不当造成的职业暴露以及

过度防护造成的资源浪费.
穿防护用品顺序:更换个人衣物→穿工作服→手

卫生→戴医用防护口罩(并做密闭性检测[１６])→戴一

次性圆帽→戴护目镜/防护面屏→穿医用防护服→一

次性长筒靴套→戴一次性手套

脱防护用品顺序:脱一次性长筒靴套→摘手套→
手卫生→脱医用防护服→手卫生→摘护目镜/防护面

屏→手卫生→摘一次性圆帽→手卫生→摘医用防护口

罩→手卫生→脱工作服→更换个人衣物

４医疗废物的处理

机房使用双层黄色医疗废物收集袋,患者使用的

一次性床单及检查期间产生的生活垃圾(纸巾、棉签

等)全视为感染性医疗废物;准备带盖的小桶一个,套
双层黄色医疗废物收集袋,盛５０００mg/L 含氯消毒

剂,以防患者呕吐物直接排入下水道或垃圾桶.
工作人员使用后的防护用品及患者的废弃物都装

入黄色医疗废物收集袋,喷洒５０００mg/L 含氯消毒

剂,内层鹅颈式封口后再次喷洒５０００mg/L含氯消毒

剂,外层鹅颈式封口后喷洒５０００mg/L含氯消毒剂,
袋上标注“特殊感染”,置于医疗废物暂存处.

专职医疗废物转运员穿戴个人防护后,交接登记,
将感染性医疗废物密闭转运,集中焚毁.

实践证明,面对COVIDＧ１９,必须严格遵守传染性

疾病的消毒隔离制度,完善各项防护措施,科学合理地

管理COVIDＧ１９患者行 CT 检查,不仅可以有效减少

检查者交叉感染的风险,也可以保障医务人员的自身

安全[１７].

参考文献:
[１]　欧阳芬,吴荷玉,杨英,等．基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快速传播的

应对措 施 [J/OL]．全 科 护 理,２０２０,１８(３):３１１Ｇ３１２．DOI:１０．

１２１０４/j．issn．１６７４Ｇ４７４８．２０２０．０３．０１７．
[２]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

五版)[EB/OL]．(２０２０Ｇ０２Ｇ０５)．http://www．nhc．gov．cn/yzygj/

s７６５３p/２０２００２/３b０９b８９４ac９b４２０４a７９db５b８９１２d４４４０/files/

７２６０３０１a３９３８４５fc８７fcf６dd５２９６５ecb．pdf．
[３]　史河水,韩小雨,樊艳青,等．新型冠状病毒(２０１９ＧnCoV)感染的肺

炎临床特征及影像学表现[J/OL]．临床放射学杂志,(２０２０Ｇ０２Ｇ

０６)．http://kns．cnki．net/KXReader/Detail? TIMESTAMP ＝

６３７１９２２４７８９２２９５０００&DBCODE ＝ CJFQ&TABLEName ＝

CAPJLAST&FileName ＝ LCFS２０２００２０６００４&RESULT ＝

１&SIGN＝TSBQltyew％２ffRRnuME９７AdrjWGW４％３d．
[４]　管汉雄,熊颖,申楠茜,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Ｇ１９)临床影

像学特征[J]．放射学实践,２０２０,３５(２):１２５Ｇ１３０．
[５]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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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OL)．(２０２０Ｇ０１Ｇ２７)．htＧ

tp://www． nhc． gov． cn/yzygj/s７６５９/２０２００１/

e７１c５de９２５a６４eafbe１ce７９０debab５c６．shtml．

１０３放射学实践２０２０年３月第３５卷第３期　RadiolPractice,Mar２０２０,Vol３５,No．３



[６]　中华医学会影像技术分会传染病影像技术专业委员会专家共识

协作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放射检查方案与感染防控专家

共识(第一版)[J]．新发传染病电子杂志,２０２０,５(１):１Ｇ９．
[７]　唐香祝,陈秀平．医院感染消毒隔离管理中 PDCA 的应用及价值

分析[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２０１９,１９(９４):１７３,１７５．
[８]　陈敬芳．穿脱防护服的流程解读[J]．新发传染病电子杂志,２０１６,１

(１):６３．
[９]　张锦荣,黄清臻,李国英,等．呼吸道传染病与室内空气消毒方法

[J]．医学动物防制,２０１０,２６(９):８７９Ｇ８８０．
[１０]　黎婉斌,冯信坚,吴舟,等．静电吸附式空气消毒机在呼吸道隔离

区域中的净化效果观察[J]．中国消毒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７(６):６９０Ｇ

６９１．
[１１]　王小荣．空气消毒净化器与紫外线灯照射对供应室空气消毒的效

果比较[J]．中国伤残医学,２０１３,２１(６):３７７．

[１２]　徐乐娟,冷夏华,吴洁华．紫外线灯联合臭氧消毒机对降低ICU
床单位菌落数的研究[J]．当代医学,２０１７,２３(２９):６２Ｇ６４．

[１３]　胡应辉．含氯消毒剂对医院感染高风险区域环境表面的杀菌效果

[J]．临床医学研究与实践,２０１９,４(２６):１９７Ｇ１９８．
[１４]　陈静,陈严伟,高玉华．消毒湿巾对医院消毒供应中心四个接触位

点的消毒效果观察[J/OL]．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２０,３０(２):

２６７Ｇ２７１．
[１５]　姜天俊,戴欣．防控疫情 居家隔离有讲究[N]．解放军报,２０２０Ｇ０２Ｇ

０９(００７)．
[１６]　刘忠友,柯杰驰,郑仰煜,等．医用防护口罩的性能测试分析[J]．

中国个体防护装备,２０１７(１):２８Ｇ３２．
[１７]　李六亿,吴安华．新型冠状病毒医院感染防控常见困惑探讨[J/

OL]．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０,１９(２):１０５Ｇ１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Ｇ０２Ｇ１１　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Ｇ０３Ｇ０４)

欢迎订阅２０２０年«放射学实践»

　　«放射学实践»是由国家教育部主管,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主办,与德国合办的

全国性影像学学术期刊,创刊至今已３５周年.２０１８年８月,«放射学实践»杂志再次入选

北京大学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共同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术期

刊评价及文献计量学研究”研究成果———«中国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这是继１９９９年之

后的第４次入选临床医学/特种医学类核心期刊.
本刊坚持服务广大医学影像医务人员的办刊方向,关注国内外影像医学的新进展、

新动态,全面介绍 X线、CT、磁共振、介入放射及放射治疗、超声诊断、核医学、影像技术

学等医学影像方面的新知识、新成果,受到广大影像医师的普遍喜爱.
本刊为国家科技部中国科技论文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统计源期刊,在首

届«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执行评优活动中,被评为«CAJ—CD规

范»执行优秀期刊.
主要栏目:论著、继续教育园地、专家荐稿、研究生展版、图文讲座、本刊特稿、实验研

究、传染病影像学、影像技术学、外刊摘要、学术动态、请您诊断、病例报道、知名产品介

绍、信息窗等.
本刊为月刊,每册２５元,全年定价３００元.
国内统一刊号:ISSN１０００Ｇ０３１３/CN４２Ｇ１２０８/R　　 邮政代号:３８Ｇ１２２
电话:(０２７)６９３７８３８５
EＧmail:fsxsjzz＠１６３．com　　网址:http://www．fsxsj．net
编辑部地址:４３０１９９　武汉市蔡甸区中法新城同济医院专家社区别墅C栋

２０３ 放射学实践２０２０年３月第３５卷第３期　RadiolPractice,Mar２０２０,Vol３５,No．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