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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防护口罩定性适合性检验在临床医务人员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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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通过进行医用防护口罩３ＭＦＴ３０定性适合性检验，以期为医务人员选择适合自己型号的口

罩，降低被感染的风险，达到最佳的防护效果。方法　选取某院５６７名主要从事医技、护理及后勤岗位的工作人员

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２２日在医院感染科组织下进行医用防护口罩的定性适合性检验。使用３ＭＦＴ３０适合性检验

设备，采用定性的方法检验受试者佩戴医用防护口罩的适合程度。结果　全院５６７名医务人员均对苦味剂敏感，

敏感率为１００％；共５６７名医务人员佩戴稳健医疗公司生产的医用防护口罩（折叠式）进行适合性检验，２８名未通

过检验，未通过率为４．９４％；未通过测验人群中，脸型瘦小、胖大及面部局部五官特征突出的受测人员佩戴口罩与

面部贴合不紧密，容易出现漏气，导致检验失败。未通过测验人员更换其他两种不同品牌口罩重新进行测验，其中

１１名佩戴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医用防护口罩（头戴式）测验通过，１６名脸型瘦小、下巴尖、鼻梁塌的

医务人员佩戴思沃Ｄ９２０医用防护口罩通过测验，另外还有１名医务人员佩戴三种医用防护口罩均未通过测验。

受试者佩戴同一种型号同一批次医用防护口罩做不同动作进行检验时未通过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均犘

＜０．０５）。结论　口罩定性适合性检验可以帮助医务人员根据其结果选择适合自己型号的医用防护口罩，提高医

务人员的防护意识，降低被感染的风险。

［关　键　词］　医用防护口罩；定性适合性检验；医务人员；感染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Ｏｍｉｃｒｏｎ变异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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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Ｏｍｉｃｒｏｎｍｕｔａｎｔ

　　Ｏｍｉｃｒｏｎ变异株是继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ａ、Ｇａｍｍａ和

Ｄｅｌｔａ变异株之后出现的新的值得关注的变异株

（ｖａｒｉａｎｔｏｆｃｏｎｃｅｒｎ，ＶＯＣ）
［１］，与其他变异株相比，

Ｏｍｉｃｒｏｎ变异株具有更高的传播性、更高的病毒结

合亲和力和更高的抗体逃逸等特点，是迄今为止新

型冠状病毒 （ｓｅｖｅｒｅａｃｕｔ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２，ＳＡＲＳＣｏＶ２）变异最严重的毒株，目

前在１５０多个国家出现
［２］，已经引起全球广泛关注。

在Ｏｍｉｃｒｏｎ毒株肆意盛行和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

提出做好疫情防控警告［３］的背景环境下，医用防护

口罩是疫情时期预防医院工作人员感染最常用也是

最必要的呼吸道防护用品，但在临床使用过程中常

存在一些问题，如口罩与医务人员面部不贴合、尺寸

不合适等［４］，这些都将直接影响医务人员的使用效

果，降低口罩对人的保护作用，增加被感染的风险，

因此，医用防护口罩适合性检验受到多方关注。本

研究主要通过对医务人员进行医用防护口罩定性适

应性检验，旨在了解医务人员对医用防护口罩的适

合现状，帮助医务人员选择适合的医用防护口罩，降

低被感染的风险，也为其他医院的疫情防护工作提

供经验和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南京市第二医院（钟阜路院

区）５６７名主要从事医技、护理及后勤岗位的工作人

员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２２日在医院感染科组织下进

行医用防护口罩的定性适合性检验。其中男性２２７

名、女性３４０名；年龄２１～５９岁，平均（３３．１９±７．６４）

岁；工龄１．５～３３．０年，平均（１０．６４±８．２９）年。所

有受试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意接受该测试。在

进行适合性测试前所有受试者均接受过医用防护口

罩佩戴技能和口罩气密性测验培训；所有适合性检

验人员均为培训合格的质控专职人员。

１．２　研究设备　主要测试产品为该院常用品牌：由

稳健医疗公司生产的医用防护口罩（折叠式），另外

还有两种备选口罩类型，分别为振德医疗用品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的医用防护口罩（头戴式）和思沃

Ｄ９２０医用防护口罩，三种品牌口罩经审核均是符合

中国国家强制标准《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ＧＢ

１９０８３—２０１０
［５６］的合格产品。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检验设备及试剂成分　使用３ＭＦＴ３０适

合性检验设备，主要包括头罩１个，头罩领圈１个，

敏感性和适合性检验试剂各１瓶，敏感性和适合性

检验喷雾器各１个。在检测时，敏感性检验试剂和

喷雾器标号为＃１，适合性检验试剂和喷雾器标号为

＃２。试剂的主要成分是水、氯化钠和苯酸苄铵酰胺

（苦味剂），敏感性检验试剂是适合性检验试剂的稀

释液。

１．３．２　检验步骤及方法

１．３．２．１　敏感性检验　敏感性检验的目的是确定

被检验者是否能感觉所使用的试剂，测试受试者对

检验用试剂的敏感度，此期间受试者不戴口罩。在

检验前１５ｍｉｎ，受试者不得进食、抽烟、嚼口香糖或

饮用除水以外的其他饮料。测试方法：①受试者不

戴口罩，戴上头套，调整好头罩位置，使头罩视窗与

受试者脸部之间留大约１５ｃｍ的距离，让受试者的

头能自由活动，在整个敏感性检验的过程中，受试者

须张嘴呼吸并微微伸出舌头。②将敏感性检验＃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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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雾器喷头密封盖取下，喷头插入视窗上的圆孔，压

缩气囊，向头罩内快速喷雾１０次，在喷雾时喷头朝

向受试者面部左右两侧均匀喷洒，以保证喷雾扩散，

不可将喷头正对受试者。③在此期间受试者如尝到

苦味，且无论此时喷洒几次，记录该受试者的味觉敏

感度为１０。④若喷完１０次后受试者尝不到苦味，

测试者再喷１０次，期间如尝到苦味则记录受试者敏

感度为２０。⑤如受试者仍未尝到苦味，则再喷１０

次，如果受试者在第三个１０次喷雾期间尝到了苦

味，记录受试者敏感度为３０。⑥若３０次喷雾后受

试者仍未尝到味道，检验结束说明受试者不能使用

苦味剂做适合性检验，应选择其他适合性检验方法，

如定量适合性检验方法。⑦测试结束帮助受试者摘

下头罩，让受试者喝水或漱口帮助消除口中残留的

味道。

１．３．２．２　定性适合性检验　测试方法：①让受试者

戴上医用防护口罩，按照正确方法佩戴并根据要求

进行气密性检查，确保口罩佩戴密合。②后戴上头

罩，使头罩视窗和受试者的脸之间保留大约１５ｃｍ

的距离，受试者在整个检验过程中须保持张嘴呼吸

的状态并微微伸出舌头。③使用＃２适合性检验喷

雾器向头罩内喷＃２适合性检验试剂，根据敏感度

测试所确定的敏感度，喷１０次、２０次或３０次，喷雾

次数应与敏感性检验所喷次数相同，且在喷雾时也

应该使喷头朝向受试者面部左右两侧均匀喷洒，不

能将喷头正对受试者。④为维持检验过程中头罩内

的气溶胶浓度，测试者随后需要每隔３０ｓ向头罩内

喷雾，喷雾次数是一开始的一半，即５次、１０次、或

１５次
［７８］，受试者按照测试者的指示，依次完成以下

７个动作：正常呼吸，有规律地深呼吸，左右转头，上

下活动头部，大声说话，弯腰动作，正常呼吸，每个动

作持续做６０ｓ（适合性检验动作要领见表１）。⑤在

适合性检验过程中的任何时候，一旦受试者尝到与

做敏感性检验时相同的苦味，应立即告诉测试者，说

明口罩与面部密合度不好，停止适合性检验，受试者

等候１５ｍｉｎ待嘴里的试剂味道消失后重新再做一

次敏感度检验和适合性检验。⑥若在重复适合性检

验中再尝到与敏感性检验相同强度的味道，适合性

检验不通过，说明口罩与面部密合度确实不好，该受

试者需要选用其他型号或品牌的医用防护口罩。⑦

如果受试者完成所有动作，而且始终未尝到与敏感

性检验时相同强度的味道，判定为适合性检验通过，

说明该型号口罩与受试者面部密合性良好，适合该

受试者佩戴。

表１　适合性检验动作要领

犜犪犫犾犲１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ｆｉｔｔｅｓｔ

动作
持续

时间（ｓ）
注意事项

正常呼吸 ６０ 站立姿势，正常速度呼吸，不说话

规律深呼吸 ６０ 站立姿势，慢慢深呼吸，注意不要呼气过度

左右转头 ６０ 站立姿势，缓缓向一侧转头到极限位置后再

转向另一侧，在每个极限位置都应有吸气

上下活动头部 ６０ 缓慢抬头低头，在每个极限位置吸气

大声说话 ６０ 大声缓慢说话，如让受试者缓慢地大声朗

读一段文字或从一百开始倒着数数

弯腰动作 ６０ 慢慢弯下腰，就好像用手够自己的脚，弯腰

时要用一只手扶住头罩

正常呼吸 ６０ 站立姿势，正常速度呼吸，不说话

１．３．２．３　设备清洗　每次检验后或使用４ｈ后，将

喷雾器内试剂倒掉。严禁将剩下的试剂倒回原包装

瓶内。用温水淋洗喷雾器后风干，防止喷嘴堵塞。

头罩内侧用湿巾擦拭，保持卫生。

１．４　质量控制　①测试前所有受测人员均接受过

医用防护口罩佩戴方法和气密性检验训练，告知被

检测人员测试相关方法和注意事项，男性受测人员

应剃光胡须；所有检测人员均接受过统一、专业培训

并考核合格。②测试中由经过专业培训合格的质控

人员对测试现场进行全程质控，每一受测人员安排

两位检测员进行现场测试，现场根据受测人员的测

试情况及时在测试评价表上记录说明；所有受测人

员均佩戴同种型号、同一批次的医用防护口罩；检验

设备统一为３ＭＦＴ３０适合性检验设备。③测试后

数据由双人整理录入。

１．５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通过Ｅｘｃｅｌ进行录入整

理，应用ＳＰＳＳ２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采用频数和百分比进行统计描述，采用卡方检验进

行比较，以犘≤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敏感性检验结果　本次测验中５６７名医务人

员均对苦味剂敏感，敏感率为１００％。其中敏感度

１０的５２０名（９１．７１％），敏感度２０的３７名（６．５３％），

敏感度３０的１０名（１．７６％）。

２．２　适合性检验结果　共有５６７名医务人员佩戴

稳健医疗公司生产的医用防护口罩（折叠式）进行适

合性检验，有４．９４％（２８名）未通过检验，未通过检验

人群多脸型瘦小、胖大或面部局部五官特征突出，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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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医用防护口罩与面部贴合不紧密，容易出现漏气，

导致检验失败。检验不合格人员基本情况见表２。

其余９５．０６％（５３９名）医务人员均通过检验，在整个

检验过程中未闻及苦味，其中５３８名医务人员１次

通过，１名医务人员２次通过，２次通过测验人员主要

是由于１次测验时受测人员的口罩佩戴方法和气密

性检查不规范，口罩出现漏气，导致测验不通过。

表２　适合性检验不合格医务人员基本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Ｂａｓ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ａｆｆｕ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ｉｎｆｉｔｔｅｓｔ

序

号

性

别

职业

类别

测验时

口罩佩戴

新旧情况

可能原因

１ 女 护理 新 脸型瘦小

２ 女 护理 新 戴口罩呼吸困难，身体明显不适

３ 男 医疗 新 脸型胖大

４ 男 护理 新 鼻梁高挺

５ 男 医疗 新 脸型胖大

６ 女 护理 新 鼻梁高挺

７ 男 医疗 新 鼻梁高挺

８ 女 医疗 新 脸型瘦小

９ 女 护理 新 测验中途哮喘发作

１０ 男 医疗 新 脸型瘦小

１１ 女 医疗 新 测验过程中呛咳明显

１２ 女 护理 新 脸型瘦小

１３ 女 护理 新 鼻梁塌

１４ 男 医疗 新 脸型胖大

序

号

性

别

职业

类别

测验时

口罩佩戴

新旧情况

可能原因

１５ 男 医疗 新 下巴尖，口罩下面有漏气

１６ 男 护理 新 颧骨高

１７ 女 护理 新 鼻梁塌

１８ 男 护理 新 下巴尖，口罩下面有漏气

１９ 女 医疗 新 颧骨高

２０ 男 医疗 新 脸型瘦小

２１ 男 医疗 新 下巴尖，口罩下面有漏气

２２ 女 医疗 新 脸型瘦小

２３ 女 医疗 新 脸型瘦小

２４ 男 医疗 新 脸型瘦小

２５ 女 医疗 新 脸型瘦小

２６ 女 护理 新 脸型瘦小

２７ 女 医疗 新 脸型瘦小

２８ 男 后勤 新 鼻梁高挺

２．３　不同品牌口罩适合性检验结果　经２８名未通

过稳健医疗公司生产的医用防护口罩（折叠式）适合

性检验的医务人员知情同意后，让受试人员分别佩

戴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医用防护口罩

（头戴式）和思沃 Ｄ９２０医用防护口罩进行重新测

验，结果有１１名佩戴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的医用防护口罩（头戴式）测验通过，１６名脸型瘦

小、下巴尖、鼻梁塌的医务人员佩戴思沃Ｄ９２０医用

防护口罩通过测验，说明该１６名受试人员适合佩戴

思沃Ｄ９２０医用防护口罩。另外还有１名工作人员

佩戴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医用防护口

罩（头戴式）和思沃Ｄ９２０医用防护口罩均未通过测

验，建议选择其他型号的医用防护口罩。

２．４　不同动作适合性检验结果　本次测验中，所有

受试者均佩戴同一批次稳健医疗公司生产的医用防

护口罩（折叠式）做正常呼吸、规律深呼吸、左右转

头、抬头、低头、大声说话、弯腰动作、正常呼吸７个

动作进行检验，共有２８名在不同动作环节进行适合

性检验时明显感觉到检验剂的苦味，其中在左右转

头时闻及苦味剂人数占比最多，在正常呼吸环节闻

及苦味剂人数占比最少。另外，２８名未通过测验人

员重新佩戴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医用防护口

罩（头戴式）和思沃Ｄ９２０医用防护口罩做７个动作

进行适合性检验，结果与前面检验相似，受测人员在

左右转头动作之后通过率开始下降。受试者佩戴稳

健医疗公司生产的医用防护口罩（折叠式）、振德医

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医用防护口罩（头戴式）和思沃

Ｄ９２０医用防护口罩时，做不同动作的测验未通过率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见表３。

·３１１·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３年１月第２２卷第１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Ｊａｎ２０２３



表３　适合性检验时不同动作测验未通过情况

犜犪犫犾犲３　Ｆａｉｌｕｒｅｉ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ｅｓｔｏｆｆｉｔｔｅｓｔ

动作

稳健医疗公司医用防护口罩

（折叠式，狀＝５６７）

未通过人数 未通过率（％）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医用防护口罩（头戴式，狀＝２８）

未通过人数 未通过率（％）

思沃Ｄ９２０医用防护口罩

（狀＝２８）

未通过人数 未通过率（％）

正常呼吸 １ ０．１８ ０ ０ １ ３．５７

规律深呼吸 １ ０．１８ １ ３．５７ １ ３．５７

左右转头 １０ １．７６ ６ ２１．４３ ４ １４．２９

抬头、低头 ８ １．４１ ５ １７．８６ ２ ７．１４

大声说话 ４ ０．７１ ３ １０．７１ ２ ７．１４

弯腰动作 ４ ０．７１ １ ３．５７ １ ３．５７

正常呼吸 ０ ０ １ ３．５７ １ ３．５７

综合评价 ２８ ４．９４ １７ ６０．７１ １２ ４２．８５

χ
２ ５３．６０２ ３３．２１４ １８．０５１

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３　讨论

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新型冠状病毒毒株不

断变异在全球范围内导致了较高的发病率和病死

率，尤其是近期在国内多地出现的 Ｏｍｉｃｒｏｎ变异

株，根据不断增长的病例数量和统计数据，预估

Ｏｍｉｃｒｏｎ变异株在同一时间感染的人数是Ｄｅｌｔａ变

异株的３～６倍，Ｏｍｉｃｒｏｎ变异株的传播速度比之前

任何一种变异株都快，而且还会感染对其他变异株

免疫的人［１，９］。此外，Ｏｍｉｃｒｏｎ变异株可逃避疫苗

诱导的免疫，接种过疫苗的人群也存在被感染的风

险，使得国内突破性感染率被推高。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持续大流行给全球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特别是当前 Ｏｍｉｃｒｏｎ变异株肆意传播，咳嗽、打喷

嚏、用接触过病毒的手触碰眼睛，都有可能感染新型

冠状病毒［６，１０］，更高的传播率意味着大量的人可能

在短时间内接触到该病毒，Ｏｍｉｃｒｏｎ变异株目前在

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巨大的防疫压力，引起了高度的

公共卫生担忧。在此种背景下，医疗机构工作人员

面临越来越大的感染暴露风险，但也不是无计可施，

最简单和最常用的防护措施就是佩戴呼吸道防护用

品，尤其是医用防护口罩对经空气传播的呼吸道传

染疾病的防护效果极佳，其可以有效过滤空气中的

微细颗粒物和阻隔飞沫、血液、体液和喷溅物等［１１］，

是保护医务人员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４］，其合理选

择和正确使用尤为重要。

口罩对呼吸道的有效防护不仅取决于其过滤性

能，与佩戴者脸部的适合性也同样至关重要［４］，然而，

没有任何一款口罩能确保适合所有人的脸型［１２］，满

足所有佩戴者脸部特征的需求，如果口罩与佩戴者

的脸部不适合，空气污染物就会从不密合的缝隙泄

露进入口罩，所以一旦口罩与佩戴者的脸部不适合，

口罩的过滤性能最好也不能获得足够的防护作用。

适合性检验是保障呼吸道防护效果的有利工具，也

是唯一公认的评估医用防护口罩模型和尺寸是否适

合佩戴者脸型的工具［１３］，美国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局

（ＯＳＨＡ）
［１４］要求，口罩使用者每年应至少做一次适

合性检验，这是呼吸保护计划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

分。在我国，口罩适合性检验由国家标准《呼吸防护

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ＧＢ／Ｔ１８６６４—２００２
［１５］推

荐执行，通过对医务人员进行口罩适合性测验，不仅

可以充分利用适合性测试数据为医务人员提供合适

的医用防护口罩，而且可以提高医务人员的防护意

识，降低被感染的风险。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对此也提出明确要求，从

事定点医院隔离病区（房）的医务人员需要医用防护

口罩适合性测验与密合性测验合格才可上岗［１６］。

本次共５６７名医务人员参加由稳健医疗公司生

产的医用防护口罩（折叠式）适合性检验，其中有２８

名未通过测验，未通过率为４．９４％，说明这部分人

群脸型与稳健医疗公司生产的医用防护口罩（折叠

式）不相适应，总结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受试

人员脸型瘦小、胖大或面部局部五官特征突出，如面

部颧骨高、鼻梁高挺或鼻梁塌、下巴尖等，与稳健医

疗公司生产的医用防护口罩（折叠型）型号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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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面部与口罩之间易存在不易发现的缝隙，二者

不能完全贴合，口罩鼻夹塑形不牢固，在测验过程中

口罩容易出现漏气，受试者能够明显闻及苦味。本

次测验中有１１名受试人员因脸型瘦小，不能充满整

个口罩［８］，３名受测人员因脸型肥胖，面部与口罩之

间佩戴有缝隙，从而出现漏气现象，与相关研究［１７１８］

结果一致。还有４名鼻梁高挺、２名鼻梁塌，２名颧

骨高、３名下巴尖的受试人员，因面部局部五官特征

突出导致其在佩戴口罩过程中鼻梁两侧不易塑形、

口罩与面部贴合不紧密，测验过程中尤其是在做不

同动作时口罩容易移位出现漏气情况。对这２８名

未通过检验人员采用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的医用防护口罩（头戴式）和思沃Ｄ９２０医用防护

口罩进行重新测验，其中有１１名尝试佩戴振德医疗

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医用防护口罩（头戴式）测

验通过，１６名通过思沃Ｄ９２０的适合性测试，另外还

有１名医务人员佩戴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的医用防护口罩（头戴式）和思沃Ｄ９２０医用防护

口罩均未通过测验，提示医院应购置多种不同品牌、

型号的口罩以适应不同特征脸型的工作人员。②测

验中受试人员身体不适，导致无法继续进行测验，测

验未通过。有３名受试人员由于此原因未通过测

验，１名受试人员因戴口罩测试中明显感觉呼吸困

难，身体不适，立即予以停止测验，协助受试人员脱

掉检验设备，进行相关检查后未发现异常，可能因为

受测人员心理过度紧张，或者受测人员对该类型口

罩中某些材料成分敏感有关；还有１名受试人员在

测试中因哮喘发作不能继续进行测验；另外还有１

名受试人员在佩戴口罩进行测验过程中呛咳明显，

闻及苦味明显。提示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大流行的

背景下，选拔进驻隔离病区工作人员时除工作能力

以外还需考虑身体及心理因素。③受试人员动作幅

度大，口罩出现移位的概率高。本研究显示，当受试

者在做不同动作进行适合性测验时闻及苦味的发生

频次不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其中左

右转头、抬头、低头闻及苦味的次数最多，其次为大

声说话、弯腰直身，规律深呼吸和正常呼吸发生频次

最少，与林晓岚等［８］研究结果相似。提示对于进驻

新冠隔离病房工作的人员，工作中应尽量减少大幅

度的活动，工作人员之间可以定期互相检查口罩佩

戴是否完好、与面部是否贴合、是否出现移位等，以

便及时调整，降低感染风险。④口罩佩戴方法和气

密性检验不规范。本次测验除了２８名未通过适合

性测验的医务人员，还有１位受试人员因在适合性

测验之前口罩佩戴方法不规范且未进行严格的自我

口罩气密性检查，以至于在第一次测验开始时口罩

就出现漏气，受试者明显闻及苦味，测验未通过，后

经规范操作后顺利通过第二次测验。虽然本次参加

测验人员均接受过口罩佩戴方法和密合性检查培

训，但在测验过程中仍然出现口罩佩戴不规范、口罩

佩戴气密性检查不合理的现象，导致测验不通过，与

杜冰等［１８］研究结果一致。提示口罩适合性测验与

气密性检查二者不可相互替代，相关研究［４］也提出

同样论点，通过口罩适合性检验只是说明该受测人

员与受测口罩是相互适合的，但不能保证气密性始

终完好，通过口罩气密性检查可以使医用防护口罩

与佩戴者面部更贴合，防止出现漏气现象，二者相辅

相成，缺一不可，均需要工作人员严格遵守操作规范，

感染防控人员加强监督，才能有效降低感染风险。

综上所述，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毒株Ｏｍｉｃｒｏｎ变

异株肆意盛行，应严格拉紧抗疫防线，尤其是医院工

作人员更应做好自身防护工作，医用防护口罩作为

保护医务人员的最后一道防线，其不仅要具备良好

的过滤性能，佩戴规范，气密性完好，而且要适合佩

戴者的脸型，最大化提高口罩的防护效果，将医务人

员受感染的风险降至最低。本次测验主要针对医院

常用口罩品牌（稳健医疗公司）生产的医用防护口罩

（折叠式）进行测验，其他测试口罩型号较少，具有一

定局限性，今后可以适当增加测验口罩的型号，帮助

医务人员找到更加适合的口罩型号；且本次测验主

要采用定性的方法，主观性较强，对于一些知觉感不

太灵敏的工作人员可能存在一定的不足，日后可以

尝试其他方法进行测验，尽量满足每个测试人员的

特征需求。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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