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

2
.

2 标本至实验室后
,

病毒分离标本应尽快进

行接种分离
,

48 h 内能进行接种 的可置于 4℃保

存
,

如未能接种应置 一 70 ℃或以下保存
。

3
.

2
.

3 血清标本可在 4℃存放一周
,

长期保存置
一 2 0℃或以下

。

开展的项 目在当地检测
,

同时将血清样本和咽拭

子等相关样本送当地疾控中心检验
。

病原分离

检测必须在 11 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内
,

严格按照无

菌操作和生物安全防护原则进行
。

(卫 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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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室安全指南

样本检验采取就地检验的原则
,

当地医院能

医院消毒隔离工作指南 (试行 )

由于非典型肺炎有较强的传染性
,

可通过近

距离空气飞沫
、

接触病人分泌物传播
,

医院收治

非典型肺炎病人时
,

必须采取严格的隔离防护措

施
。

结合前阶段的防治经验
,

特制定本指南
。

1 基本要求

1
.

1 全体医护人要提高认识
,

特别是急诊
、

门诊

工作人员
,

要掌握非典型肺炎 的临床特征
、

诊断

标准
、

治疗原则和防护措施
,

及时发现病人
,

避免

漏诊
、

误诊
。

1
.

2 医院应设立相对独立 的发热病人诊室
,

诊室

应通风良好
。

1
.

3 坚持首诊负责制
,

一旦发现非典型肺炎疑似

病人
,

应立 即收治到专门的留观室
,

专留观室须

与其他留观室隔离
。

无特殊原因
,

非典型肺炎病

人或疑似病人应转到指定医院进行治疗
。

定点

医院专门病房由感染 (传染 )科
、

呼吸科和 IC U

医护人员组成的联合救治小组管理
。

1
.

4 医院要重视消毒隔离工作
,

各部门要密切协

作
,

确保消毒隔离措施落实到位
。

要定期做好消

毒监测
,

保证消毒效果
。

1
.

5 综合做好预防院内感染发生 的各项措施
,

医

务人员要增强体质
,

注意劳逸结合
,

避免过度劳

累
,

提高抵抗疾病的能力
。

1
.

6 其他普通病区要注意环境卫生
、

通风换气
,

做好消毒
、

清洁工作
。

2 非典型肺炎病区管理

2
.

1 非典型肺炎病人必须收治在专门病区
,

基本

要求是
:

2
.

1
.

1 通风良好
,

独立设区
,

与其他病区相隔离 ;

2
.

1
.

2 专门病区内应分清洁区
、

半污染区
、

污染

区
,

无交叉
。

2
.

1
.

3 医护人员办公室应通风良好
,

与病房分隔

无交叉
,

并尽可能保持一定距离
。

2
.

1
.

4 疑似病人与确诊病人要收人不同的病房
。

2
.

1
.

5 进人病区应戴 12 层棉纱 口罩
、

帽子
、

鞋

套
,

穿隔离衣
。

2
.

1
.

6 病区出人 口 应有专人检查出人人员是否

符合要求
。

2
.

2 住院病人均需戴 口罩
,

严格隔离
,

严格管理
,

不得离开病区
。

疑似病例与临床诊断病例尽可

能分别隔离
。

2
.

3 严格探视制度
。

不设陪护
,

不得探视
,

如病

人危重等情况
,

确需非探视不可
,

探视者必须戴

12 层棉纱 口罩
、

帽子
、

鞋套
、

穿隔离衣
,

严格做好

个人防护
。

3 病区的消毒隔离

3
.

1 空气消毒

3
.

1
.

1 非典型肺炎病房的空气消毒处理

需要定期消毒的有隔离病房
、

放射科机房
、

病区值班室
、

更衣室
、

配餐室
、

病人电梯间
、

门诊

候诊室
、

病区走廊等
。

病房有人的情况下
:

l) 强调病房的通风
,

特别是强调 自然风的通

风对流
,

保持室内空气与室外空气的交换
,

自然

通风不良则必须安装足够的通风设施 (排气扇 )
。

2) 可用乳酸加热熏蒸消毒
,

每天上
、

下午各

消毒 1 次
,

按下表用量将乳酸溶于适量水中
,

加

热蒸发
,

使乳酸细菌散于空气中
。

表 1 以净高为 3 m 计算
,

面积大小不 同的房间所

用乳酸量

面积 (时 )

乳酸用量

10 2 0 30 4 0 50 6 0 70 80 90 100

(m L )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病房无人的情况下
:

l) 用紫外线灯照射消毒
,

每次不少于 lh
,

每

天 2一 3 次
。

2) 0
.

5 % 的过氧 乙酸 喷雾
,

用量为 20 一

3Om L /m
“ ,

作用 30 分钟 ; 或 3 % 过氧化氢喷雾
,

用量为 20 一 40 m 日耐
,

作用 60 分钟 ; 或用活化

后 的二 氧化氯
,

浓度为 0
.

05 % 喷雾
,

用量 为

20 m L/ 时
,

作用 30 分钟 ;或有效氯 1 soo m g /L 的

含氯消毒剂进行喷雾
,

用量为 20 一 30 m L/ 耐
,

作

用 3 0 分钟 ;或有强氧化高电位酸化水原液喷雾
,

用量为 20 一30 m L/ 时
,

作用 30 分钟
。

以上化学

消毒剂用作空气消毒均需在无人且相对密闭的

环境中(消毒时关闭门窗 )
,

严格按照消毒药物使

用浓度
、

使用量及消毒作用时间操作
,

方能保证

消毒效果
。

每天应消毒 1 次
,

消毒时腾空房间
,

密闭门窗进行喷雾
,

喷雾完毕
,

作用 时间充分方

能开门窗通风
。

3
.

1
.

2 收治非典型肺炎病人的 IC t )病房必须专

用
,

不能收治其他病人
。

3
.

2 地面和物体表面消毒

病房
、

走廊
、

检查室
、

X 光室
、

B 超室
、

检验

室
、

治疗室
、

医护人员办公室等场所地面要湿式

拖扫
,

可用 0
.

1 %过氧乙酸拖地或 0
.

2 % 一 0
.

5 %

过氧乙酸喷洒或 1 000 一 2 000 mg /L 含氯消毒剂

喷洒(拖地 )
。

桌子
、

椅子
、

凳子
、

床头柜
、

门把手
、

病历夹等可用上述消毒液擦拭消毒
。

病房门口
、

病区出人 口可放置浸有 2 0 00 m g /L 有效氯的脚

垫
,

不定时补充喷洒消毒液
,

保持脚垫湿润
。

3
.

3 病人的排泄物
、

分泌物的处理对病人的排泄

物
、

分泌物要及时消毒处理
。

每病床须设置加盖

容器
,

装有足量 1 500 一 2 soo m g /L 有效氯消毒

液
,

用作排泄物
、

分泌物的随时消毒
,

作用时间

30 一 6 0 分钟
,

经消毒后的呼吸道分泌物可倒人

病房厕所
,

每天消毒痰具 1 次
。

3
.

4 病人使用物品的消毒

3
.

4
.

1 病人使用的被服
、

口罩要定时消毒
,

可用 1

0 00mg /L 有效氯消毒液浸泡 30 分钟
。

病人的生

活垃圾要用双层垃圾袋盛装及时有效处理
,

避免

污染的发生
。

使器
、

浴盆的消毒可 用有效氯 1

SO0m g /L 的含氯消毒液浸泡 30 分钟
。

3
.

4
.

2 呼吸治疗装置在使用前应进行灭菌或高

水平消毒
。

建议尽量使用一次性管道
,

重复使用

的各种管道应在使用后立 即用 2 O00 m g /L 有效

氯消毒液浸液 30 分钟再清洗
,

然后进行灭菌消

毒处理
。

3
.

4
.

3 体温计使用后可 即用 1 000 m g /L 有效氯

消毒液浸泡 30 分钟
,

听诊器
、

血压计等物品
,

每

次使用后应即用 75 % 乙醇擦拭消毒
。

3
.

4
.

4 运载病人的交通工具及用具消毒
。

救护

车运载非典型肺炎病人时应开窗通风
,

病人离车

后
,

应立 即对车内空 间及担架
、

推车等物品用

0
.

5 %过氧乙酸喷洒消毒
,

作用 30 分钟
。

3
.

5 使用后的隔离衣
、

口罩
、

帽子
、

手套
、

鞋套及

其他生活垃圾要及时处理
,

存放容器必须加盖
,

避免可能的污染
。

3
.

6 污水处理
。

收治非典型肺炎病人的医院现

阶段可 以适当增加药物投放
,

使总余氯量在 )

6
.

smg /L
。

3
.

7 终末消毒
。

病人出院
、

转院
、

死亡后
,

病房必

须进行终末消毒
。

4 医护人员个人防护

4
.

1 医护办公室通风换气
,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

4
.

2 医护人员进人病区必须戴 12 层棉纱 口罩
,

4h 应更换 ;进人病房均需穿隔离衣
、

戴手套
、

工

作帽和鞋套
。

4
.

3 医护人员在每次接触病人后立即进行手的

消毒和清洗
。

手消毒可用 0
.

3 % 一 0
.

5 % 碘伏消

毒液浸泡或擦拭手部 1 一 3 分钟
,

洗手应采用非

接触式的洗手装置
。

4
.

4 进行近距离操作时
,

除做好上述防护外
,

应

戴防护眼镜
。

4
.

5 医护人员在进人
、

离开病区时
,

要注意呼吸

道及粘膜防护
。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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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污染对象的常用消毒方法 (试行 )

1 地面
、

墙壁
、

门窗

E T 0
.

2 % 一 0
.

5 %过氧乙酸溶液或 500 一 1

00 Omg /L 二澳海因溶液或 1 000 一 2 O00 m g /L 有

效氯含氯消毒剂溶液喷雾
。

泥土墙吸液量为

巧0 一 300 m 日时
,

水 泥墙
、

木 板墙
、

石灰 墙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