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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住院病区支助中心人员的培训与管理方法及效果。方法
 

对支助中心工作人员进行强化培

训,内容包括疾病相关知识及院感理论,现场防护用品使用,工作流程及路线,应急处理预案等,并采取科学管理,包括规范着

装与隔离,清洁消毒,修订支助中心岗位职责、工作流程和路线图,合理调配人力资源,注重工作人员身心健康,加强患者人文

关怀,患者健康宣教与管理等。结果
 

转运患者2
 

450例次,转运药品4
 

120趟次,转运标本3
 

638趟次,均圆满完成任务,无工

作人员感染。结论
 

对支助中心工作人员进行强化培训及科学管理保证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区正常运转和患者及工作人员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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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称新冠肺炎)是一种新

型、传染性很强的呼吸系统疾病,主要发生在近距离

接触过程中、通过咳嗽或打喷嚏的飞沫传播[1]。面

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我院中法新城院区作为第3批

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并加大应急管理力度,按照边改建边收治的方案,于
2020年1月27日开始收治新冠肺炎住院患者,到
2020年2月9日改造完成1

 

100张病床的收治工

作。支助中心秉承“将时间还给护士,将护士还给患

者,免费为患者服务”的宗旨[2],疫情期间,主动承担

新冠肺炎住院患者院内转运、标本转运、药品转运、
手术及物品转运等工作,保证院区正常运转的同时,
无工作人员感染。现将支助中心人员的培训与管理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支助中心在岗工作人员73人,
 

其

中男43人,女30人;年龄18~45(28.4±3.5)岁;护
工(护校毕业)26人,普通工人(非护校毕业)47人。
学历:本科19人,大专49人,中专或高中5人。2020
年1月27日至2月19日,我院累计收治新冠肺炎患

者1
 

251例,累计治愈出院97例。

1.2 方法

1.2.1 培训
    

1.2.1.1 疾病相关知识及院感理论培训 为避免人

员密集造成交叉感染,开院前,请医院感染科专家利

用微信、QQ等社交软件多人同步视频会议功能,组
织所有工作人员居家进行新冠肺炎相关知识2次和

院感防护理论知识培训3次,对疾病的临床表现、实
验室检查、诊断标准、治疗方案、传播方式等都有初步

的认识和了解;同时深入学习标准预防、手卫生、消毒

隔离、各级防护及职业暴露等院感知识,为后期工作

的开展打好理论基础。

1.2.1.2 现场防护用品使用实操培训、考核 做好

自我防护是防治新冠肺炎工作的重中之重,我科分批

次组织人员进行防护用品穿脱实操训练5次,每位工

作人员熟练掌握穿脱流程,同时请院感专家现场进行

专业指导2次,考核通过率100%。

1.2.1.3 工作流程及路线培训 我院由普通病区改

造为传染病房,清洁区、半污染区和污染区划分后,我
科将转运患者、标本、药品的路线规划好,注意各区域

间人流、物流的走向,做好标识;每位工作人员上岗前

现场培训1次,按流程实地行走一遍,了解各个通道、
出入口的实际情况,便于工作执行。

1.2.1.4 应急处理预案培训 在实际工作中,可能

会遇到一些突发事件,比如职业暴露,患者突发病情

变化,电梯停电,工具破损等,按照预案要求进行紧急

处置;分批在上岗前进行模拟演练[3]5次,使每位工

作人员都能灵活应对突发状况。

1.2.2 管理

1.2.2.1 规范着装与隔离 清洁区域,如调度室,茶
歇室等按一级防护要求着装,穿工作服,戴防护口罩、
帽子;转运患者、标本、药品等均需进入患者通道、接
触患者,按二级防护要求着装,戴防护口罩、帽子、防
护服、护目镜/面屏、高筒鞋套,双层橡胶手套;实行分

餐制,就餐时保持1
 

m以上安全距离,严禁围坐就餐。
在穿脱防护用品区域张贴“防护用品穿脱流程图”,预
备乙醇等快速消毒物品;医院感染管理科进行现场指

导,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专人负责督促防护用品

的穿戴,每个工作人员进入污染区前必须接受安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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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保证防护效果,确保安全。
1.2.2.2 环境清洁消毒 清洁区桌面、地面、门把手

每日用1
 

000
 

mg/L含氯消毒剂擦拭2次,固定电话

每班用75%乙醇喷洒消毒,当班调度负责落实记录,
责任到人;需接触患者的轮椅、平车、标本篮等使用

1
 

000
 

mg/L含氯消毒剂彻底擦拭[4-5],每4小时1
次,各当班组长负责落实记录,责任到人;眼罩取下后

立即以1
 

000
 

mg/L有效氯消毒液浸泡30
 

min[4-5],清
水冲洗,用双层白色塑料袋包装密闭,袋上标注“特殊

感染”,立即电话联系运送至消毒供应中心并做好交

接记录;医疗废弃污染物使用双层黄色垃圾袋密闭,
袋上标注“特殊感染”后,立即电话联系运送至医废暂

存间。
1.2.2.3 修订支助中心岗位职责、工作流程和路

线图 在院区战时护理部和总护士长的指导下完成

《新冠肺炎病房支助中心各班职责》《新冠肺炎病房

支助中心个人防护要求》《新冠肺炎病房院内转运患

者工作流程》《新冠肺炎患者陪同检查流程及路线

图》《新冠肺炎患者标本转运流程及路线图》《新冠肺

炎患者药品转运流程及路线图》《新冠肺炎患者血制

品转运流程及路线图》等疫情期间的职责、制度及流

程的修订,同时进行培训和考核,培训以小组微信及

视频 培 训 为 主,自 主 练 习,再 现 场 考 核,通 过 率

100%。
1.2.2.4 合理调配人力资源 为保证全院运转,支
助中心实行24

 

h轮班制,每6小时一班,每班12人,
其中负责各楼栋标本、药品转运每楼栋1人,共4人,
负责检查、转科等院内患者转运每楼栋2人,共8人。
各岗位有分工也有合作。另外,由于白天工作量大,
安排9:00~21:00机动班,每班3人,负责物品转运、
跟救护车危重患者转运、血制品转运等工作。由于该

病传染性强、工作量大、工作人员心理压力大等情况,
安排夜班后轮休,保证充分的休息和睡眠;同时,护理

部抽调梯队人员进行支援,主院区分3批次共抽调32
人进行支援,其中护理员15人、工人17人,缓解了人

力资源紧张问题。
1.2.2.5 注重工作人员身心健康 为了消除疫情初

始阶段部分工作人员的恐慌情绪,科室的党员干部起

积极带头作用;护理部护士家园的专家24
 

h为临床

一线人员提供电话咨询与心理辅导;安排全院医务人

员做心理测试,并进行针对性的心理安抚和指导。同

时关心、关爱工作人员的生活情况,送餐、送牛奶、点
心、水果等,保证充足的营养。提供专门酒店休息,上
下班班车接送,保证足够的睡眠。
1.2.2.6 加强患者人文关怀 因患者检查需从楼栋

外行走至检查科室,对于行动不便的患者,路程较短

的患者主动提供轮椅接送,路程较长、病情较重的患

者使用负压救护车院内转运[6],保证患者安全与舒

适[7];救护车24
 

h轮班;每例患者使用完后按照消毒

隔离规定使用紫外线灯管照射后通风,物体表面使用

1
 

000
 

mg/L含氯消毒剂彻底擦拭,专人负责、记录。
1.2.2.7 患者健康宣教与管理 引导患者有序检

查、转科,患者必须在支助人员引导下才能外出检查、
转科,每次外出和回归,支助与病房护士交接科室和

患者数量,确保患者全部进病房后才能离开;指导患

者外出检查时戴外科口罩,咳嗽或打喷嚏时用卫生纸

遮掩口鼻,不随地吐痰等。
2 结果

从2020年1月27日至2月19日,支助中心共

转运患者2
 

450例次,转运药品4
 

120趟次;转运标本

3
 

638趟次,转运血制品87份次,手术转运4例次。
我科除孕产期居家休假外,其他73人全部到岗,保证

院区正常运转的同时,工作人员无一人感染。完善的

工作流程、科学灵活的管理方法有力地保障了新冠肺

炎病区的医疗安全。
3 讨论

 

3.1 支助中心工作人员的培训及管理是保证新冠肺

炎病区正常运转的重要举措 2011年卫生部颁布的

《医药卫生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1-2020
 

年)》中
明确规定应加强全国卫生技术人员规范化培训[8]。
护理培训是提升护理人员核心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有

效手段,是护理人员有能力胜任岗位职责和任务的基

本保障。支助中心工作人员承担着新冠肺炎住院病

区的各类转运工作,是其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支助工作人员在院内转运过程中会接触患者、病
房医护人员及医技人员等,人员流动性大,是预防院

内感染的重点和难点;支助工作人员此前只进行过标

准预防的基础培训,对新型冠状病毒和传染病甲级防

控措施认识不足。新冠肺炎住院病房支助中心工作

人员的培训及管理是保证病区正常运转的重要举措,
是预防院内感染重要环节,是保障患者和医护人员安

全必不可少的措施。
3.2 落实岗前培训是战胜疫情的基石 支助中心加

强对新型冠状病毒和院感防控理论知识的培训,了解

病毒的特性及传播途径,根据不同区域的防护要求采

取不同级别的防护措施,能够缓解支助工作人员对疫

情的负性情绪,提高战胜疫情的信心,同时也避免了

过度防护造成防护用品的浪费。日常的应急预案演

练及疫情时期职业防护的系列培训[9],提高了支助人

员的职业防护意识和技能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应急反应能力和救治能力,能够沉着应战。在此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科支助人员思想重视、训练

有素、防护到位,无一人感染。
3.3 规范管理是保证支助中心高效运转的重要手段

 支助中心原有的工作流程和转运路线不符合传染

病区“三区两通道”要求,在院区战时护理部和院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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