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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做好城市核酸检测基地平战时期医院感染管理，通过制定人员管理、工作管理方法和措施，消毒效果评

价，达成城市核酸检测基地院感管理目标，在突发疫情期间和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

顺利完成城市核酸检测基地任务，有效保证城市核酸检测基地的持续发展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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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mprove the hospital infection management of the urban nucleic acid testing base during the 
war period, and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s of hospital infection management of the urban nucleic 
acid testing bas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work management methods 
and measures, and th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s of disinfection. During the outbreak and during the 
normaliz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epidemic, none of the medical staff was infected, and the 
tasks of the urban nucleic acid testing base wer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which effectively ensur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nucleic acid testing bas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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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依据《进一步推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建设工作方案》[1] (国办发明电[2020] 22 号)、《关于印发

福建省进一步推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2] (闽应对疫情领导小组[2020] 17 号文

件)要求，莆田市城市核酸检测基地(以下简称基地)于 2020 年 12 月建成(1 万人份单检/8 小时、3 万人份

单检/24 小时)。 
2021 年 9 月 10 日，莆田市暴发新冠疫情，根据国家卫健委和福建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领导小组和莆田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领导小组要求，莆田市城市核酸检测基地

随即开展全民核酸检测。9 月 16 日，城市核酸检测基地紧急成立基地院感护理组，运行两周。基地院感

护理组参考《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规范》[3]、《医疗机构消毒技术

规范》[4]及《医院隔离技术规范》[5]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决策

部署，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防弹”的总体防控策略，始终坚持“院内零感染，院感零容忍”，拟

定核酸检测基地医院感染管理办法(试行)，做到院感防控覆盖到核酸检测基地各项工作方方面面，最大限

度减少院内感染事故事件发生风险，实践中应持续改进。 
2022 年 12 月，随着国家疫情防控政策改变，国内第一波新冠疫情顺利度过，但第二、第三波疫情

将可能进入局域性发生，某些地方可能发生小规模疫情，后疫情时代已经来临。在后疫情时代，如何应

对新冠疫情和地方性规模流感等疫情突然性发生情况下的城市核酸检测基地的运行，做好平–战时间基

地的院感管理，仍值得我们考虑关注。 

2. 人员管理办法 

2.1. 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训 

基地院感护理组工作人员包含护士、消毒员、保洁员，工作职责包括基地工作人员职业防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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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物资管理、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环境物表核酸标本采集、标本接收传递进舱、医疗织物清洗和医

疗废物管理及工作人员闭环管理等。所有工作人员进行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

技能培训，内容包含《医务人员的分级防护》《穿脱防护用品流程》《个人防护流程》《新型冠状病毒

医院感染相关制度和流程》《发生 COVID-19 相关职业暴露应急预案》《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医疗机

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规范》《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医疗废物处置管理办法》《医疗废物处

置流程》及《医院隔离技术规范》等相关管理规范，培训结束对所有人员进行穿脱防护服实践技能考试

和理论考试，合格后上岗。 

2.2. 职责分工与排班管理 

2.2.1. 职责分工 
将护士、消毒员、保洁员按不同职责分组排班。护士负责工作人员职业防护管理、防护物资管理、

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环境物表核酸标本采集、标本接收传递进舱、医疗织物清洗和医疗废物管理；

消毒员负责对感染性医疗废物灭菌工作；保洁员在护士的指导下工作，负责医疗废物处置，含医疗废物

清理、打包、转运及环境消毒与清洁。如突发局域性疫情期间，按疫情防控要求收集医疗废物，非疫情

平时时期，按乙类乙管管理。 

2.2.2. 排班管理 
全民核酸检测标本工作量日达 3万份以上时，基地 24小时全天候运转，排班原则保证每班有序衔接，

充分考虑劳逸结合。将 15 位护士每组 3 人(其中 1 人为感控护士)按“A→B→C→D→休”5 个班次有序轮

班，每组每班上班时间 6 个小时；5 位保洁员按 A (8:00~14:00)、B (14:00~20:00)、C (20:00~02:00)、D 
(02:00~08:00)，如疫情突发基地医疗废物发生量大，可增加 E 班(12:00~18:00)保洁员，每班 6 个小时。 

平时常规工作量较少时，护士除安排 1~2 人正常值班外，其他人员可适当安排至检验科、体检科等

科室。 

3. 工作管理办法 

3.1. 工作人员职业防护管理 

依据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印发的[2020] 313 号《医疗机构新型

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工作手册》及《医院隔离技术规范》相关要求，实验舱检测人员、标本接收人员、医

疗废物处置人员、消毒员均参照标本采集人员防护要求执行三级防护，防护装备含防护帽、防护口罩、

防护服、护目镜或面屏、防水靴套、双层乳胶手套。每班感控护士负责防护物资添加、工作人员穿脱防

护服监督和指导。 

3.2. 防护物资管理 

依据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2021] 97 号《全员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第二版)》要求，防护物资的储备按照“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按每人

每天一套配置 2~3 天用量”，并“按人员体型配置不同型号防护用品”，建立充足防护物资库存，建立

《防护用品出入库盘点记录》及《消毒用品出入库盘点记录》，防护物资班班交接、及时补充、保证使

用。 

3.3. 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 

制定《核酸检测基地地表消毒管理办法》，结合《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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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环境表面先消毒后清洁的程序，并对环境表面按感染危险性分区(极高危区域、高危区域、中危区域、

低危区域)分级(清洁级、卫生级、消毒级)进行清洁与消毒；消毒频次按不同分区要求，执行日常消毒、

随时消毒和终末消毒，建立《消毒液监测登记本》《空气消毒机使用小时记录本》《各班保洁员工作流

程》《PCR 实验室紫外线灯管使用小时及监测登记》《卫生间定时保洁签名卡》等各种记录本，提高环

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的可依从性。 

3.4. 环境物表核酸标本采集 

环境物表核酸采集是检验新冠疫情期间实验基地环境清洁效果的手段，是为了保障基地工作人员的

职业安全，全民核酸检测期间对环境物表执行每天 1 次的核酸标本采集。环境物表核酸采集划定以下重

点区域：实验舱、休息室、值班室、更衣室的桌面及地面、实验舱外走廊地面、标本交接处地面、洗消

间内地面、洗消间外地面[6]。采集方法：用采样管中的病毒保存液充分浸润采样棉签后，对拟采集的物

体表面重复涂抹、涮洗 3 次以上，进行多点分布式采样，采样过程中，采样棉签只能接触当前采集的标

本，避免触碰到其他物体。发现采集结果阳性应立即汇报上级领导。 

3.5. 标本交接、传递进舱 

接收标本人员按二级防护要求着装；利用信息化管理手段，扫描标本箱外条形码接收标本。按规定

要求进行标本接收、登记、传递：标本箱分区存放，设立空箱区、待收区及已签收未进舱区，不得混淆；

为保证及时、有序检测，应对标本实行先来先收、后来后收、急诊马上收的程序，严格分区存放，按序

进舱；标本接收人员收到传递窗退出来的空箱应开盖验收、避免标本漏检。 

3.6. 医疗废物及医疗织物处置管理 

制定《核酸检测基地医疗废物处置管理办法》及《莆田市城市核酸检测基地医疗废物处置流程》，

建立《灭菌器日常监测登记本》、定期进行灭菌器生物监测。加强日常工作监督管理，严格按规定进行

医疗废物处置，严防医疗废物污染环境引发医院感染事故的发生。核酸检测基地医疗织物包含医务人员

工作服、值班室被服。医院应与洗洗公司制定医疗织物管理规范，洗涤公司每日上午送清洁织物、收污

染织物。护士负责将工作人员工作服按型号、衣裤分类存放于清洁柜里，工作人员每班更换工作服，污

染工作服定位暂存，每日上午由洗洗公司上门收取。 

3.7. 突发疫情期间工作人员的闭环管理 

如突发局域性新冠疫情期间，需要大量人员进行核酸检测，核酸检测基地工作人员应闭环管理，避

免感染扩散。对工作人员进行教育，切实落实院感防控个人责任；在岗期间服从统一安排和管理，严格

执行核酸检测基地–住宿两点一线通勤路线，不到医院其他部门串岗、不聚会不外出；每日开展自我健

康监测和核酸检测，出现发热立即报告上级及相关部门；住宿驻点酒店自行执行客房卫生保洁工作；出

现病例的房间、设施及物品在疾控部门指导下由专业人员进行终末消毒及评估；解除闭环后房间、设施

及物品由酒店工作人员进行清洁和消毒；做好个人卫生和个人防护；不得在上班处扎堆就餐，应分时分

区吃饭，下班人员应在酒店客房就餐。定期对酒店环境物表进行核酸标本采集，发现环境标本阳性，就

立即汇报上级，分析阳性原因，必要时启动环境核酸阳性应急预案。非疫情平时时期，按乙类乙管管理。 

4. 核酸检测基地院感管理目标 

始终坚持“院内零感染，院感零容忍”，努力做到符合以下目标：基地环境物表符合 GB15982-2012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III 类环境卫生要求。空气平均菌落数≦4.0 CFU/皿，物表平均菌落数≦10.0 CFU/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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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致病菌检出；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率 100%；职业防护正确率 100%；环境物表核酸检测阴性。 

5. 小结 

做好城市核酸检测基地医院感染管理，是保证基地医护人员避免感染必不可少的质控措施，对突发

的公共卫生事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效保证城市核酸检测基地的持续发展和服务质量的提升。经

过严格的医院感染管理，在莆田市突发新冠疫情期间全员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和疫情后常态化新型冠状病

毒核酸，基地共完成近 200 万份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标本(单检、5 人混检和 10 人混检)检测，医护人员无

一人感染，顺利完成城市核酸检测基地任务。 
在后疫情时代，如何应对新冠疫情和地方性规模流感等疫情突然性发生情况下的城市核酸检测基地

的运行，做好平–战时期基地的院感管理，很好应对疫情仍值得我们考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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