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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通讯手段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隔离病房中的应用

薛建亚*，朱咏梅，余　姣，尹　伟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感染科，上海 200433

［摘要］ 201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传染性强，一线医务人员交叉感染的风险较高。我科在

COVID-19 疑似和确诊患者隔离病房中充分利用现有的医疗资源，如病床呼叫对讲系统、病房监控系统等，并尝试利

用移动通讯、对讲机等通讯设备，极大地减少了职业暴露时间，缩短了医务人员与患者密切接触的时间，降低了院内

感染风险，同时也减少了医疗防护用品的使用量，有效提高了诊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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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various communication means in isolation wards for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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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is highly infectious, and the risk of cross infection is high among 
front-line medical staff. In our department, we have made full use of bed call intercom system and monitoring system in the 
isolation wards for COVID-19, and also tried to use mobile phones, walkie talkie and other means of communication. These 
means greatly reduced occupational exposure, close contact between medical staff and patients, nosocomial infection risk and 
the use of medical protective equipment, which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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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暴 发 的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具有传染

性强、人群易感性高、易造成暴发流行的特征。

2020 年 1 月 20 日该病作为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被纳

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

染病按甲类传染病管理。2020 年 1 月 30 日 WHO
宣布 COVID-19 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1］。由于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强，一线医护人员

感染风险高，防护措施要求更为严格［2］。我科开设

的 COVID-19 疑似和确诊患者隔离病房已有多例确

诊患者转到定点医院继续治疗。医护人员需进入隔

离病房对患者进行病史采集、体格检查、流行病学

调查、日常查房及相应治疗等。为降低医护人员的

感染风险，应尽可能减少与患者接触的时间、频次

及职业暴露机会［3］。我科在不影响治疗和对患者

病情直接观察的前提下，利用现有的多种通讯方法

采集患者流行病学、实时诉求等资料，取得了满意

效果。

1　病床呼叫对讲系统

病床呼叫对讲系统是病房原有配置，一般病房

中均有配置。在日常工作中，医患之间可通过该呼

叫系统进行点对点对话。而在 COVID-19 疑似和确

诊患者隔离病房中，由于感染者（或疑似感染者）

与医护人员均配戴口罩，导致语音不清晰，实际通话

效果不理想，患者按压呼叫系统仅提示存在需求，而

医护人员按压呼叫系统也仅能引起患者关注。该系

统在隔离病房中的实际使用效果不及平常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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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病房监控系统

我科在隔离病房安装了实时监控系统，该系统

可实时监控患者在病房内的活动情况，并可按需求

录制视频。医护人员在不进入隔离病房的情况下可

以观察到患者的活动等情况。但受制于监控摄像头

为固定安装，存在监控死角，如患者进入卫生间后

将无法观察到患者的情况；也有个别患者考虑到保

护自己的隐私，时常关闭床旁隔帘，直接影响监控

效果。此外，该系统一般只能提供视频，音响效果

不理想，也不能实时对讲，这降低了监控系统的实

际使用效果。

3　移动通讯

移动通讯具有快捷、方便、远程等优点，在降

低运行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4］。通过移动通讯可直接与患者进行

语音及视频交流，我科建立了微信公众号，为患者

提供健康知识宣教内容；另外通过微信留言或视

频实时交流，可让医患之间的交流不受时间和空间

限制，也让患者感受到医护人员无时无刻不在的关

爱。个别患者还与医护人员进行私密交流，诉说内

心顾虑等，而医护人员的解答可使患者的焦虑、无

助、恐惧等情绪得以舒缓，增加了患者战胜病魔的

信心。当然，移动通讯在一般情况下使用效果比较

理想，可当患者因病情导致行动不便、年龄较大或

文化程度较低时，移动通讯使用不方便，实际使用

效果不佳。有时由于信号漂移，实际通话效果也可

能受到影响。

4　对讲机

由于消毒隔离的要求，医护人员进入污染区及

潜在污染区时均不可带入个人移动通讯等设备，而

携带公用对讲机较为实用。对处于污染区的医护人

员，因穿戴护防服导致听觉受到影响，此时可通过

调高对讲机音量及时接收到相关信息并进行相关操

作。对讲机的使用可以实现清洁区、潜在污染区、

污染区多区域联动，一机呼出多部对讲机均能及时

收到，如处于污染区的医护人员通过对讲机与处于

清洁区的人员实时交流患者的临床情况及需求，从

而及时实施必要的处置。特别是前述几种通讯方法

使用效果不佳时，对讲机能及时充当替代角色。又

如处于污染区的护士可将对讲机携带至患者床旁，

便于其他护理人员通过对讲机直接与患者沟通，或

由现场护士转达以方便与患者交流。

总之，因受隔离病房不同区域限制，医护人员

与患者的直接沟通存在诸多不便，合理利用现有医

疗设备及通讯设备，以较低的使用成本解决了实际

工作中医患之间难以实时交流的困境。多系统联合

使用可以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避开不足，为处于

隔离病房不同区域的医患之间的互联互通带来便

捷，有助于医护人员与患者及时沟通，有助于医护

人员医嘱及操作的有序展开，有助于患者随时感到

人文关怀和早日康复。在降低医务人员职业暴露风

险的同时，医疗设备及通讯设备的使用既减少了医

护人员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奔波，又减少防护用品的

消耗，也提高了诊疗效率［5］。多系统的联合使用为

今后隔离病房医患实时交流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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