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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种不同材质防护贴对防护用具导致的面部损伤 / 不适的防护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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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 2 种不同材质的防护贴对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员因佩戴防护用具导致的面部损伤 / 不适的防

护作用，为寻找便捷有效的防护措施提供借鉴。方法 选择 147 名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采用自行设计的医护人

员佩戴防护用具后面部损伤 / 不适情况调查表对佩戴防护用具时使用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药学系研发的防护

凝胶贴片（海神贴）和 3M 亲水性敷料前后面部损伤 / 不适情况进行横断面现况调查，比较 2 种材质的防护贴对面部损

伤 / 不适的防护效果。结果 共调查医护人员 78 名，其中使用海神贴的 62 人，使用 3M 亲水性敷料的 16 人。使用防护

贴后，海神贴组和 3M 亲水敷料组医护人员面部损伤 / 不适各条目得分均明显降低，与使用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均＜0.05）；但无论是使用前还是使用后，两组间医护人员面部损伤 / 不适各条目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均＞0.05）。使用防护贴前，面部中重度损伤 / 不适比例占前 4 位的依次为眼镜 / 面罩起雾（85.9%，67/78）、皮肤

压痕（80.8%，63/78）、接触处疼痛（74.4%，58/78）、闷热（71.8%，56/78），总体中重度损伤 / 不适的比例为 80.8%
（63/78）；使用防护贴后，面部中重度损伤 /不适比例占前 4 位的依次为眼镜 /面罩起雾（53.8%，42/78）、闷热（41.0%，

32/78）、呼吸阻力（41.0%，32/78）、皮肤压痕（38.5%，30/78），总体中重度损伤 / 不适的比例为 43.6%（34/78）；

使用防护贴后面部损伤 /不适改善率占前 4 位的依次为皮肤糜烂（76.5%）、皮肤红肿（67.3%）、接触处疼痛（63.8%）

和接触处瘙痒（52.9%）。结论 2 种不同材质的防护贴对防护用具导致的面部损伤 / 不适均有改善作用，值得推广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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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其传

染性比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和中东呼吸综合征更

强［1］，一线医护人员需严格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发布的相关指南［2］做好自身防护。指南推荐的

主要防护用具包括防护服、医用防护口罩、护目

镜或防护面罩、隔离衣、乳胶手套和鞋套等。在

实际使用中，长时间加压佩戴面部防护用具易导致

一线医护人员面部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和不适［3］， 

影响后续防护用具的佩戴，增加感染的风险。针对

这一情况，各机构加紧研制医用防护贴，配发至抗

疫一线，主要的防护贴材质有水胶体敷料、凝胶敷

料等［4］。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药学系

研发了防护凝胶贴片（海神贴）用于医护人员面部

损伤和不适的防护。本研究拟比较海神贴和 3M 亲

水性敷料（人工皮）对防护用具造成的面部损伤和

不适的改善情况，为提出针对性、有效的防护意见

及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0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20 日，

从武汉火神山医院及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

工作的海军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中，选择进入病区

的医师和护士作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近

1 周内使用 N95 口罩、护目镜和防护服进行防护，

supporting Hubei,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convenient and effective protective measures. Methods Totally 
147 military medical members in the medical team supporting Hubei were surveyed by the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of 
facial injury/discomfort caused by wearing protective appliances. Cross-sectional survey of the facial injury/discomfort 
before and after using the protective gel stickers (Haishen stickers, developed by the Faculty of Pharmacy, Naval Medical 
University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r 3M hydrophilic dressing was conducted, and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the 2 kinds of protective stickers on facial injury/discomfort were compared. Results A total of 78 medical members 
finished the  questionnaires (62 cases with Haishen stickers and 16 cases with 3M hydrophilic dressings). The scores of facial 
injury/discomfort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both groups after using the protective stickers (both P＜0.05);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2 groups before or after using the protective stickers (both P＞0.05). The 
top 4 moderate-to-severe facial injury/discomfort were fogging of protective glasses/masks (85.9%, 67/78), skin indentation 
(80.8%, 63/78), pain at the contact sites (74.4%, 58/78) and sultry (71.8%, 56/78), and the overall proportion of moderate-
to-severe injury/discomfort was 80.8% (63/78); after using the protective stickers, the top 4 moderate-to-severe facial injury/
discomfort were fogging of glasses/masks (53.8%, 42/78), sultry (41.0%, 32/78), respiratory resistance (41.0%, 32/78) and 
skin indentation (38.5%, 30/78), with the overall proportion of moderate to severe injury/discomfort being 43.6% (34/78); and 
the top 4 improvement rates of facial injury/discomfort after using protective stickers were skin erosion (76.5%), skin redness 
(67.3%), pain at the contact sites (63.8%), and itching at the contact site (52.9%). Conclusion These 2 kinds of protective 
stickers made from different materials can improve the facial injury/discomfort caused by protective appliances, which is  
worth popularizing.

［ Key words ］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medical staff;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skin wounds; protective stickers
［Acad J Sec Mil Med Univ, 2021, 42(12): 1444-1448］

并同时使用了海神贴或 3M 亲水性敷料进行面部皮

肤保护，每次使用持续时间≥4 h；（2）自愿参与

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面部使用了

其他类型的医用防护贴。

1.2 防护贴的使用方法 海神贴为防护凝胶贴

片，由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药学系研发

和生产定型，1 副海神贴包括 2 个长条，其中 1 个

为长方形，贴在额头上护目镜压迫额头的位置；另

1 个为蝶形，贴在鼻梁上并延伸到两侧面颊部，即

N95 口罩压迫的位置（图 1A）。3M 亲水性敷料（台

湾明尼苏达矿业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为 10 cm× 

10 cm 的正方形超薄水胶体敷料，无专门的面部设

计，使用者根据面部接触面的大小将其裁剪成 4 块

（图 1B），分别贴在前额、鼻梁上和两侧颧骨处

易受压部位，垫于护目镜、N95 口罩的接触面上 

（图 1C）。

1.3 调查方法

1.3.1 调查工具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对医护

人员使用 2 种防护贴前后的一般资料及面部损

伤和不适情况进行横断面问卷现况调查。一般

资料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当前工作医院、

工作岗位、使用防护贴类型等。医护人员佩戴

防护用具后面部损伤 / 不适情况调查表为面部损

伤和不适程度的评分表，包括 10 个条目：呼吸

第 12 期．李玲玲，等．2 种不同材质防护贴对防护用具导致的面部损伤/不适的防护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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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接触处瘙痒、接触处疼痛、皮肤压痕、

皮肤红肿、皮肤糜烂、闷热、眼镜 / 面罩起雾、

异味、总体损伤 / 不适。该评分表采用数字评

分形式对调查对象面部损伤 / 不适程度评 1～10
分，得分越高表示面部损伤和不适程度越严重。

1～4 分为轻度损伤 / 不适，即感受轻微、基本不

影响工作；5～7 分为中度损伤 / 不适，即感受明

显、对正常工作有干扰；8～10 分为重度损伤 / 
不适，即感受强烈、影响正常工作。问卷经向相关

专家（其中医院感染专家 2 人，临床呼吸科专家 2
人，临床护理专家 1 人）咨询，一致认为该问卷完

整、客观，调查内容可实现调查目的。

图 1 2 种防护贴的使用方法

A：海神贴外形及所贴位置；B：3M亲水性敷料外形及裁剪方法；C：3M亲水性敷料所贴位置.

1.3.2 样本量计算 本次调查主要目的是了解调查

对象使用防护贴前后面部损伤和不适程度并计分，

采用总体损伤 / 不适为评价指标，用 PASS 2008 样

本量计算软件对总体损伤 / 不适得分的样本量进

行估计，估计精度为 0.2、标准差为 1、可信度为

0.9，估计需要样本例数至少为 70 例。

1.3.3 数据收集 由研究者向调查对象所在医疗

队负责人解释研究目的、意义及调查内容，获得医

护人员知情同意后，通过微信向医疗队负责人发放

调查问卷二维码，之后由医疗队负责人转发至各自

医疗队医护人员微信群。医护人员扫码在线填写问

卷，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填写完毕并提交，提交后的

数据自动上传至后台保存，即为原始数据。为保证

调查质量，每个 IP 地址只允许答题 1 次，每题均设

置为必答题。本次向 2 家医院的 4 个医疗队工作微

信群（共 147 人）发放问卷，采用自身前后对照调

查，剔除没有使用防护贴、使用多种防护贴或答题

不全的问卷，经整理后符合调查要求、采用海神贴

或 3M 亲水性敷料的有效问卷共 78 份。

1.3.4 评价指标 （1）各条目的得分；（2）各

条目轻度、中度、重度损伤 / 不适队员所占比例；

（3）使用防护贴后中重度损伤 / 不适的改善率。改

善率定义为使用前中重度损伤 / 不适队员所占比例

与使用后中重度损伤 / 不适队员所占比例的差值占

使用前中重度损伤 / 不适队员所占比例的百分比。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Excel 2016 和 SPSS 21.0 软

件进行数据整理及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数

表示；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使用防护贴前后数据

的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数表示，两组间比

较采用秩和检验。检验水准（α）为 0.05。

2 结 果

2.1 调查对象一般资料 被调查的 78 名医护人员

中，57 人（73.1%）在武汉火神山医院工作，21 人

（26.9%）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工作；其

中男 6 人（7.7%），均为医师；女 72 人（92.3%），

均为护士；年龄≤25 岁 20 人（25.6%），26～35
岁 35 人（44.9%），≥36 岁 23 人（29.5%）； 使

用海神贴 62 人（79.5%），使用 3M 亲水性敷料

16 人（20.5%）。两组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

2.2 2 种防护贴使用前后面部损伤 / 不适各条目评

分 使用防护贴前，海神贴组和 3M 亲水敷料组医

护人员各条目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

0.05）；使用防护贴后，海神贴组和 3M 亲水敷料

组医护人员面部损伤 / 不适各条目得分均下降，与

使用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

但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海神

贴组和 3M 亲水敷料组医护人员使用防护贴前后面

部损伤 / 不适各条目得分的差值比较亦无统计学意

义（P 均＞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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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防护贴使用前后面部损伤 / 不适严重程度及改

善情况 使用防护贴前，医护人员佩戴防护用具后

中重度损伤 /不适比例占前 4位的面部损伤 /不适依

次是眼镜 /面罩起雾（85.9%）、皮肤压痕（80.8%）、

接触处疼痛（74.4%）、闷热（71.8%），总体中

重度损伤 / 不适的比例为 80.8%（63/78）；使用

防护贴后，医护人员佩戴防护用具后面部损伤 / 不
适各条目中中重度损伤 / 不适比例均降低（P 均＜ 

0.05），中重度损伤 / 不适比例占前 4 位的面部损

伤 / 不适依次是眼镜 / 面罩起雾（53.8%）、闷热

（41.0%）、呼吸阻力（41.0%）、皮肤压痕（38.5%），

总体中重度损伤 / 不适的比例为 43.6%（34/78）；

使用防护贴后面部损伤 / 不适改善率占前 4 位的依

次为皮肤糜烂（76.5%）、皮肤红肿（67.3%）、

接触处疼痛（63.8%）和接触处瘙痒（52.9%）。

见表 2。

表 2 2 种防护贴使用前及使用后面部损伤 / 不适严重程度及改善情况

N＝78

 条目
使用前, n (%) 使用后, n (%)

Z值 P值 改善率/%
轻度 中度 重度 轻度 中度 重度

呼吸阻力 29 (37.2) 32 (41.0) 17 (21.8) 46 (59.0) 25 (32.1) 7 (9.0) 2.96 0.003 34.7
接触处瘙痒 44 (56.4) 22 (28.2) 12 (15.4) 62 (79.5) 13 (16.7) 3 (3.8) 3.23 0.001 52.9
接触处疼痛 20 (25.6) 33 (42.3) 25 (32.1) 57 (73.1) 17 (21.8) 4 (5.1) 6.15 ＜0.001 63.8
皮肤压痕 15 (19.2) 24 (30.8) 39 (50.0) 48 (61.5) 28 (35.9) 2 (2.6) 6.84 ＜0.001 52.4
皮肤红肿 23 (29.5) 32 (41.0) 23 (29.5) 60 (76.9) 16 (20.5) 2 (2.6) 6.26 ＜0.001 67.3
皮肤糜烂 61 (78.2) 12 (15.4) 5 (6.4) 74 (94.9) 4 (5.1)      0 3.09 0.002 76.5
闷热 22 (28.2) 34 (43.6) 22 (28.2) 46 (59.0) 24 (30.8)   8 (10.3) 4.07 ＜0.001 42.9
眼镜/面罩起雾 11 (14.1) 32 (41.0) 35 (44.9) 36 (46.2) 30 (38.5) 12 (15.4) 4.94 ＜0.001 37.3
异味 47 (60.3) 17 (21.8) 14 (17.9) 57 (73.1) 17 (21.8) 4 (5.1) 2.02 0.043 32.3
总体损伤/不适 15 (19.2) 33 (42.3) 30 (38.5) 44 (56.4) 28 (35.9) 6 (7.7) 2.12 0.023 46.0

改善率定义为使用前中重度损伤/不适队员所占比例与使用后中重度损伤/不适队员所占比例的差值占使用前中重度损

伤/不适队员所占比例的百分比.

表 1 2 种防护贴使用前及使用后面部损伤 / 不适各条目得分及差值

x±s

条目
使用前 使用后 差值

海神贴n＝62 3M亲水敷料n＝16 海神贴n＝62 3M亲水敷料n＝16 海神贴n＝62 3M亲水敷料n＝16
呼吸阻力 5.06±2.70 6.19±2.26 4.00±2.25* 4.94±1.88* 1.06±1.84 1.25±1.48
接触处瘙痒 4.16±2.51 5.31±2.73 3.05±2.03* 3.75±2.41* 1.11±1.87 1.56±2.09
接触处疼痛 5.73±2.67 6.63±2.19 3.57±2.12* 3.69±1.74* 2.16±2.18 2.94±1.95
皮肤压痕 6.73±2.67 7.94±1.88 3.92±1.67* 4.69±2.02* 2.80±2.39 3.25±1.95
皮肤红肿 5.61±2.71 6.50±2.61 3.13±1.94* 3.88±1.63* 2.48±2.35 2.63±1.99
皮肤糜烂 2.65±2.19 3.31±2.36 1.76±1.22* 2.44±1.46* 0.88±1.73 0.87±1.50
闷热 5.58±2.73 6.44±2.39 3.86±2.46* 5.06±2.44* 1.73±2.48 1.38±1.78
眼镜/面罩起雾 6.86±2.30 7.19±2.10 4.80±2.41* 6.13±2.39* 2.06±2.01 1.06±1.28
异味 4.32±2.71 4.88±2.94 3.07±2.19* 3.69±2.36* 1.26±1.85 1.19±1.33
总体损伤/不适 6.42±2.46 7.00±1.90 4.15±2.30* 4.38±1.86* 2.27±2.02 2.62±2.12

*P＜0.05 与同种防护贴组使用前比较.

3 讨 论

受防护用具材质、透气性、型号规格和持续

性压力等因素影响，大量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在长时

间（＞4 h）和长期使用多重防护用具的过程中，

陆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以头面部皮肤损伤为主的

医疗器械相关压力性损伤（medical-device-related 
pressure injury，MDRPI），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

注［5-6］。研究表明，MDRPI 的发生与医疗器械的使

用数量和时间呈正相关，损伤部位集中在面颊、鼻

部、耳郭，与医护人员佩戴防护口罩、护目镜时接

触的骨骼突出部分一致［7］。本研究结果显示，医护

人员使用防护贴前，护目镜引起的眼镜 / 面罩起雾

导致的中重度面部损伤 / 不适发生率最高（85.9%，

67/78），主要是由于佩戴者体温与环境温度存在

温差，呼出气体进入护目镜后导致护目镜和眼镜的

镜片表面起雾［8］。皮肤压痕导致面部损伤的中重

度损伤发生率为 80.8%（63/78），为长时间佩戴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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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口罩、护目镜压迫颜面部，增加了局部皮肤的垂

直压力，使颜面部血运受阻所致［9］。随着压迫时间

的延长，压疮和皮肤溃疡的发生率增加［10］，皮肤

出现压痕、疼痛、红肿，进而糜烂、破溃。总体中

重度损伤 / 不适比例为 80.8%（63/78），提示防护

用具带来的损伤 / 不适感对医护人员医疗活动产生

的影响较大，亟须采取有效干预以改善现况。

本研究结果表明，医护人员在使用了海神贴和

3M 亲水敷料后，面部损伤各条目得分均有下降，

面部损伤情况由中度损伤为主转成了以轻中度损伤

为主，提示二者均对面部损伤改善有效。医护人员

在使用海神贴和 3M 亲水敷料前后各条目得分差值

无统计学差异，提示这 2 种材质的防护贴对减轻持

续性压力损伤、改善面部不适情况无明显差异。海

神贴为凝胶敷料，3M 亲水敷料为水胶体敷料，均

具有自粘性好、顺应性高、可促进创面皮肤修复等

优点［6,9］，未来可以在使用者的体验和便捷性方面

进一步比较研究。

本研究结果显示，海神贴和 3M 亲水敷料均能

有效改善医护人员面部损伤 / 不适情况，对受压部

位起到保护作用。使用防护贴后，医护人员面部

损伤各条目的中重度损伤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下

降，其中皮肤糜烂、皮肤红肿和接触处疼痛的改

善效果最为明显，改善率分别为 76.5%、67.3% 和

63.8%。对于需要长时间持续多次佩戴防护用具的

一线抗疫医护人员，防护贴不仅扩大了受压面积、

减轻了重力与摩擦力带来的面部损伤和接触疼痛，

还为皮肤提供了清洁的愈合环境，促进红肿、糜烂

皮肤修复［6-9］。本研究中被调查者使用的海神贴水

凝胶贴片与 3M 亲水性敷料是通过水凝胶类材料的

缓冲，降低防护用具对局部皮肤的挤压，以保证或

促进血液循环［10］。通过对比发现，中重度皮肤压

痕的发生率虽有降低，但仍达 38.5%（30/78）。因

此，海神贴和 3M 亲水性敷料对于改善皮肤压痕效

果有待提高，研发人员需调整改善防护贴的设计，

增强缓冲减压效果。医护人员应选用合适的防护用

具，如边缘更宽更软的护目镜，以减少局部受压强

度，减轻皮肤压痕的发生。使用防护贴后中重度眼

镜 / 面罩起雾发生率仍居第 1 位，但已降至 53.8%
（42/78），表明防护贴有较好的密封效果，可防止

呼出气体进入护目镜，从而改善了护目镜镜片起雾

情况。

总之，本研究对医护人员使用医用防护贴改

善面部损伤 / 不适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以期为防

护贴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依据。2 种不同材质的防护

贴对于防护用具导致的面部损伤 / 不适改善效果显

著，值得推广使用。在使用防护贴时，可依据实际

情况配合多种防护办法，以达到全面保护的效果，

降低医护人员面部损伤 / 不适的发生率。本研究是

在武汉抗疫最严峻和最关键时期的一线医护人员中

展开，由于情况特殊，两组样本量差异较大，未来

可考虑扩大样本量，并增加防护贴在使用者体验与

便捷性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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