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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总结援利比里亚抗埃博拉工作涉及的卫生防疫标准流程设计及具体落实情况#为今后的传染性疾病的

救援工作提供借鉴)

方法
!

回顾中国援利埃博拉治疗中心卫生防疫工作实践#包括卫生防疫的组织运行模式(工作流程(质

量控制(工作改进等#分析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要性#总结经验教训)

结果
!

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利医疗队赴利比里亚执行埃博

拉病毒病诊疗任务以来#成功实现了.打胜仗(零感染/的目标#卫生防疫工作对此起到了重要作用)

结论
!

良好的组织管理(

完善的物资准备(科学的流程设计(严格的质量控制(发现问题后的持续改进是卫生防疫工作成功的关键)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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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病毒病'卫生防疫'消毒'隔离'组织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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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病毒病$

HZ04*;.21<+.<,*<,

#

H?A

%是由

埃博拉病毒$

HZ04*;.21<

#

H_B?

%引起的一种急性

出血性传染病)它主要通过接触患者或感染动物的

血液(体液而接触性传播)

H?A

病死率高达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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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建利比里亚埃博拉治疗中心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实践

N"̂

#

!"#E

年
&

月起在西非三国暴发流行的
H?A

疫情是自
#ND'

年该病毒首次在刚果出现以来最严

重的一次+

#

,

)至
!"#$

年
&

月
!$

日#该病毒已导致

全球
!EN"D

人感染#

#"&!'

人死亡+

!

,

)因此世界卫

生组织$

V024+R,*48JB2

=

*3.Y*8.03

#

VRB

%向全世

界声称!这是世界的卫生防疫公共事件#必须引起全

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

&

,

)笔者作为中国政府派遣解

放军第二批援利医疗队的成员#参与了在利比里亚

首都蒙罗维亚的中国埃博拉治疗中心$

HZ04*

M2,*8-,38:3.8

#

HM:

%为期
!

个月的卫生防疫工

作)自
!"#E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E

日#中

国
HM:

共接诊疑似或可能患者
#'#

例#留观
#""

例#确诊
#"

例)在美国(德国(西班牙等国相继出现

医护人员发生院内感染+

!

,的情况下#中国
HM:

中

!&E

名中方(利方医护人员无一人发生院内感染)

卫生防疫工作是传染病病房感染控制的核心内容#

虽然受到利比里亚当地医疗条件和资源的严重制

约#但是由于设计合理(管理规范(流程合理等举措#

确保了中国
HM:

的安全运行)现就中国
HM:

运

行中的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管理进行探讨)

9

!

资料和方法

#>#

!

中国
HM:

卫生防疫的组织运行模式

#>#>#

!

主要工作内容
!

卫生防疫工作覆盖了医护

人员培训(监督考核#生活区及工作区环境消毒#物

品消毒隔离#消毒剂配制(检测#医疗垃圾废物的终

末处理#所需防护用品及相关物资储备#卫生防疫知

识的宣传#以及消毒防疫车外出对社区环境的消毒

工作等)

#>#>!

!

卫生防疫人员组织框架
!

卫生防疫组细分

为
E

个小组!感控组(洗消组(督导组(环境消杀组#

共有人员
&#

名#设感控主任
#

名#每组设组长
#

名)

感控组共有医生
%

名#主要负责整个
HM:

所需

">"$̂

和
">$̂

含氯消毒液配制(医疗废弃物的焚

烧(协调运尸队完成尸体转运处理)洗消组共有护

士
%

名#分洗消和质检
!

类#洗消护士主要负责防水

雨靴清洗消毒晾晒#质检护士主要负责洗靴池中含

氯消毒液终末浓度的检测(防水雨靴质量的把关与

发放登记(协助洗消护士穿脱个人防护装备

$

L

,2<03*4

L

208,)8.;,,

X

1.

L

-,38

#

FFH

%及物资请领

工作)督导组人员
D

名#主要由年资高(英语沟通能

力强的护士担任#通过可视对话系统及时监控留观(

治疗病区医护人员对污染区手卫生(污物处理(标准

防护及穿脱
FFH

等制度的执行情况#确保工作人员

的自身安全#同时兼顾卫生防疫(手卫生等相关知识

的宣传)环境消杀组人员
%

名#负责生活区和工作

区环境的消杀工作#同时兼任新式卫生防疫车对外

的洗消工作)

#>#>&

!

物资"设备的准备
!

$

#

%防护用品的准备!一

次性个人防护用品如分体式隔离衣(乳胶手套(

@N$

口罩"
@NN

口罩(头巾(护目镜(连体防护服(丁腈手

套(一次性手术帽(靴子(靴套(一次性防水隔离服或

手术衣(面屏等)

$

!

%消毒用品的准备!消毒片常规使用含氯制

剂#如含氯泡腾片$爱而施(健之素#氯含量
$""-

=

"

片%(漂白粉等#根据每日
HM:

所需要的总的配水

量#投放对应的剂量)免洗洗手液有喷雾(胶质(泡

沫等剂型$洁肤柔(安立久等%#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发

现#脚踏式洗手装置在频繁使用后容易损坏#因此建

议在脱
FFH

的地方尽量使用感应式洗手装置)

$

&

%呼吸保护装置!卫生防疫组需要配制大量的

含氯消毒液#这个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氯气#对结膜和

呼吸道有强烈刺激#吸入大量的氯气后会出现中毒

反应#一般表现为咽痛(呛咳(气急(胸闷(咳粉红色

泡沫痰(呼吸困难等症状#所以需要配备呼吸保护

装置)

#>!

!

中国
HM:

开展卫生防疫工作的流程

#>!>#

!

卫生防疫前准备工作
!

第二批援利医疗队

由成都军区总医院(第二军医大学等
#$

个单位的

#$E

人组成)接到任务后#医疗队根据国家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下发的埃博拉出血热防控方案+

E

,进

行严密的计划!首先思想动员#强调卫生防疫工作的

.生命线/地位'然后根据任务要求准备相应医药物

资和生活物资#分为携行(运行(后留等分步实施'同

时对医疗队成员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现场模拟

考核)

#>!>!

!

埃博拉诊疗病区环境的卫生防疫
!

$

#

%根据

VRB

和 无 国 界 医 生 组 织 $

7c+,).3< 6*3<

[2038.d2,<

#

76[

%的推荐#采用
">"$̂

含氯消毒液进

行裸手洗手和个人沐浴#采用
">$̂

含氯消毒液用于

污染物和污染环境的消毒+

$

,

)$

!

%进入病区前#需要

用
">"$̂

的含氯消毒液进行手(鞋子的消毒并检测

体温#体温正常方可进入病区)$

&

%在病区工作中#

采用
">$̂

含氯消毒液对地面(墙壁(诊疗设备表面

-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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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第
&'

卷

及病床等相应设备表面进行消毒)患者的分泌物(

排泄物(小面积污染等建议使用含消毒成分的吸湿

材料覆盖并吸收后按医疗废物处置#再进行相应环

境与物品的清洁(消毒'较大范围污染的#首选漂白

粉覆盖#待液体吸收后清理#倒入污水处理系统)

$

E

%患者使用的物品和医务人员防护用品除靴子外

均为一次性用品#使用后均按照医疗废物处置'必须

重复使用的诊疗器械(器具和物品应先采用
$"""

-

=

"

S

的含氯消毒液浸泡
'"-.3

后#再按照常规程

序进行处理+

'

,

)对于不能进行浸泡处理的复用器

械#应单间病房固定使用#避免多个患者共用)使用

后进行终末喷洒(擦拭消毒)$

$

%患者出院(死亡时

应当进行严格的终末消毒#患者的废弃物应当视为

医疗废物#用黄色垃圾袋双层封扎#标识清楚#定点

放置#及时焚烧处理#死亡患者由收尸队负责转运#

尸体应首先经过喷洒消毒后用密封防渗漏物品双层

包裹#并及时焚烧+

D

,

)

#>!>&

!

卫生防疫车的应用
!

卫生防疫车主要用于

室内外环境的病原微生物和媒介节肢动物所进行的

消毒和杀虫处理+

%

,

)本次抗埃任务所使用的卫生防

疫车加装了车载多功能喷雾装置#实现了综合集成

和一键式控制#可对室内外环境进行消毒(杀虫处

理#并能在
%

级风情况下正常行驶#

!"-.3

便能对任

务区洗消(杀虫一遍#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工作效

率成倍提高)

#>&

!

卫生防疫工作的质量控制

#>&>#

!

医护人员个人防护的质量控制
!

为确保医

护人员安全#专门设立督导组#根据临床医护人员进

入隔离病房的班次分为
&

班#通过现场观察和视频

监控监督医护人员各项防护措施的落实情况#规范

其动作#发现存在的潜在风险#并及时予以纠正+

N

,

)

#>&>!

!

消毒制剂质量控制
!

中国
HM:

共有消毒

液储备罐
E

个#每个容积为
&

吨#其中
!

个盛放浓度

">$̂

的含氯消毒液#另
!

个盛放浓度
">"$̂

含氯

消毒液)感控组每天早上
'

!

""

进行第
#

次
">$̂

含

氯消毒液的配制#每吨水配
#

万片的含氯泡腾片#每

片的氯含量为
$""-

=

#最终浓度为
$"""-

=

"

S

#根

据实际需要#每日配制
&

"

N

吨消毒液)消毒液配制

完成后要进行浓度检测#各个病区医务人员在使用

消毒液前时再进行一次终末浓度检测#以确保使用

消毒液的有效浓度)由于
">"$̂

消毒液使用较少#

只需每周配制
#

次#约
'

吨左右#但每天使用前需要

进行浓度检测#确保浓度的有效性)

#>&>&

!

医用耗材的质量控制
!

建立三级质量控制

体系)一级质控!由负责物品发放管理的人员进行

一次性物品的补充(检查#检查物品的完整性和有效

期'二级质控!由监督员完成物品检查'三级质控!由

医护人员使用前自行进行检查)

#>&>E

!

信息化技术在卫生防疫质量控制中的应

用
!

$

#

%对讲机的应用!虽然尚未证实有通过空气传

播的病例发生#但考虑到
H_B?

有变异可能#应当

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并做好防护#所有组所在的

工作区(生活区(相关负责人都配备有对讲机)对讲

机的使用可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并确保突发状况

掌控#加强了组与组的信息交换(沟通#减少人与人

直接接触)$

!

%可视化信息系统的应用!病区内装可

视电话及监控设备#

!EJ

不间断(

&'"e

无死角监控)

医务人员通过可视电话监控病房情况#及时与查房

医护人员沟通#采集患者病史信息#直接录入电脑#

下达医嘱)避免所有的医疗资料进出病房)此方法

可有效减少
H?A

患者与周围环境和人员的接触次

数及范围#降低感染风险)

#>E

!

卫生防疫工作的改进
!

第一批医疗队在时间

紧张(条件艰苦的情况下设计建设了高标准高质量

的
HM:

#并为卫生防疫工作制定了合理规范的操作

流程#第二批医疗队员在传承战友们经验的同时#也

对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改进)

#>E>#

!

采用一系列措施防护氯气危害
!

第一批医

疗队部分队员在配制消毒液的过程中由于吸入大量

氯气出现了咳嗽(胸痛等症状)根据这种情况#第二

批医疗队出发前携带了呼吸保护装置#并根据实际

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先后采用了
&

种产品)同时在

工作区加装了大功率落地扇和排气扇#彻底改善了

工作区的通风条件#有效防护了氯气污染)

#>E>!

!

使用卫生防疫车
!

第二批医疗队到达不久#

卫生防疫车也通过海运送达利比里亚#相关人员立

即熟悉操作#迅速投入使用#改变了单纯依靠人工操

作效率低下的弊端#在以后的多次对外洗消任务中

发挥了巨大作用)

#>E>&

!

安装备用焚烧炉
!

中国
HM:

原本只有
#

台

焚烧炉#在使用中时常发生一些小故障)焚烧炉是

处理整个医疗区垃圾的终端设备#在
HM:

的运行中

具有重要地位#因此我们接手工作不久便向国际组

织申领了一台新焚烧炉备用#以免焚烧炉损坏后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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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明晖#等
>

中国援建利比里亚埃博拉治疗中心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实践

响
HM:

的工作)后来#旧炉在我们工作后期出现

了严重故障#我们一边启用新炉#一边抓紧维修旧

炉#保证了
HM:

工作的顺利开展)

:

!

结果和讨论

在本次抗击
H?A

的战斗中#中国政府先后向利

比里亚派出三批医疗队员#共计
&$N

人#无一人发生

埃博拉病毒感染#实践证明中国
HM:

的卫生防疫

工作卓有成效)建立有效的卫生防疫系统是中国

HM:

良好运作的基础#也是保证全体工作人员.打

胜仗(零感染/的生命线)良好的组织管理(完善的

物资准备(科学的流程设计(严格的质量控制(发现

问题后的持续改进是卫生防疫工作成功的关键)同

时#卫生防疫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据此我们也

对未来的工作提出一些建议!一是整个医疗区通风

条件较差#不利于疾病防控#应进一步加以改进'二

是洗消组工作环境中存在大量氯气#然而由于呼吸

保护装置数量不足#以及没有针对该装置设计
FFH

穿脱流程和消毒回收流程等原因#洗消组在工作中

未能使用该装置#对相关人员的健康造成了不利影

响'三是输送含氯消毒液的管道大多数埋于地下#发

现泄漏等问题后不易排查漏点#如果设计在地面上

将更利于检修)综上#我们对中国
HM:

卫生防疫

工作的组织实践进行了总结#希望对未来的传染病

疫情防控提供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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