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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直面埃博拉病毒病患者５３天无次代传播的护理体会

邓桂元，任　南，黄　燕，井　然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８）

［摘　要］　目的　总结直面埃博拉病毒病（ＥＶＤ）的护理防控经验，为以后类似疫情开展护理防控行为提供参考。

方法　笔者作为第五批中国（湖南）援塞医疗队队员、护理组组长，回顾性分析抗击埃博拉病毒病５３ｄ的亲身经历，

并总结护理防控经验。结果　整个医疗队全队共４０名医务人员，未发生１例埃博拉病毒感染；塞方工作人员共

１０５名也未发生交叉感染，埃博拉患者治愈率１００％。结论　建设与发挥团队凝聚力，严格培训和执行标准工作流

程，做好诊疗中心环境的感控管理是护理人员在诊治过程中做到零感染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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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博拉病毒病（Ｅｂｏｌａｖｉｒ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ＥＶＤ）既往

称为埃博拉出血热 （Ｅｂｏｌａｈａ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ｉｃｆｅｖｅｒ，

ＥＨＦ）。２０１４年４月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正式将

埃博拉病毒感染称为ＥＶＤ
［１］。ＥＶＤ是由埃博拉病

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出血热性人畜共患传染病，主要

感染人类和非人类灵长动物，临床表现为突然发热、

出血和多器官损伤，病死率高达５０％～９０％
［２］。

２０１４年４月开始的西非三国埃博拉疫情大暴发是

ＥＶＤ流行史上波及面最广、传播速度最快、患病人

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人类历史上具有严

重危害的传染病暴发流行事件之一。截至２０１５年

７月１９日西非官方统计，自埃博拉疫情暴发以来西

非三国（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共累计报告疑

似、可能和确诊病例２７７０５例，其中１１２６９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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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三国共有８７９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５１０名死

亡。塞拉利昂的总病死率２９．８０％，其中医务工作

者感 染 病 例 ３０７ 例，死 亡 ２２１ 例，病 死 率 达

７１．９９％
［３］，防控形势和救治任务十分严峻。我国从

２０１４年９月开始相继派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

疗队、江苏医疗队、湖南医疗队等五支中国医疗队，

对西非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塞拉利昂进行医疗援

助，抗击ＥＶＤ。我们第五批护理团队在疑似、可能

和确诊ＥＶＤ的临床护理和救治配合上，发挥了极

其重要的作用，和团队一起完成了国家赋予的使命，

实现了“零感染（无次代传播）、打胜仗”的目标，并做

到了收治的三例埃博拉患者１００％的治愈率。笔者

有幸成为了第五批中国（湖南）援塞医疗队队员，并

作为护理组组长，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０日—７月１日全程

参与了诊治过程，本文总结该批护理人员在诊治过

程中的经验，以期为在以后类似疫情面前开展护理

防控行为提供参考。

１　方法

１．１　建设与发挥团队凝聚力

１．１．１　精干的团队成员　由１３名护理人员组成，

年龄分布：２８～３０岁２名，３０～４０岁１０名，５３岁

１名；学历结构：大专２名，本科７名，硕士４名；专

业技术职称构成：护师２名，主管护师１０名，副主任

护师１名，工作年限均在８年以上，其中５名为现任

护士长，整体素质高。

１．１．２　双重的护理排班模式　医护同组，每日两组

医护小组值班，分为主班、副班和备班。考虑到塞拉

利昂的医疗条件较差，ＥＶＤ传染的高度危险性和实

施防护措施的严格性，在排班上结合医疗组的队员

情况，同时考虑到与塞拉利昂护士（简称塞方）语言

沟通水平，队员身体素质和新老人员（湖南队第一批

与第二批）等几个方面进行护理排班，与医生（２～

３名／组）下病房查房。考虑到每次下病房需要穿着

厚重４层的防护服和面临炎热的天气，室内温度高

达３０多度，同时女队员生理期特殊情况或身体其他

不适，制定了紧急调配方案。每天有１名护理人员

作为后备上班人员，随时待命，以应付队员出现突发

情况时的紧急人员调配。该排班模式充分保障了病

区常规工作和应急保障的需要。

１．１．３　健康体魄的塑造　每日健身房上下午定时

开放，组织在驻地休息的队员开展跑步和力量的锻

炼，每天至少３０ｍｉｎ以上，甚至有些队员自己增加

到了２ｈ。护理组带领队员在早上六点起床跑步或

下午六点进行广场操／舞活动，每次３０ｍｉｎ，保证每

日的运动量。

１．１．４　心理与精神的支持　关注队员的心理状态，

在队员思念亲人、家中发生突发事件或遇到困惑时，

给予真诚的关心和支持，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并邀请

其多参加集体活动，分散其注意力。此外，医疗队成

立了临时党支部，时刻关注大家的思想动态，还经常

邀请老党员和优秀党员给大家上党课，保证在塞期

间有良好的心理状态。

１．２　严格培训和执行标准工作流程

１．２．１　自身队伍防护技能的培训　医护感控人员

正确掌握并实施埃博拉防护知识和技能是确保安全

的关键。出发前医疗队员进行了为期１０ｄ的理论

和防护技能培训，基本掌握了传染病相关知识及防

护技能。到达塞拉利昂后，根据前几批医疗队制定

的个人防护设备（ＰＰＥ）穿脱流程和工作流程规范，

结合实际情况，对医疗队全部成员进行培训，确保人

人熟悉掌握，特别是ＰＰＥ穿脱流程是必备掌握的技

能。录制了专门的ＰＰＥ穿脱视频，供不熟悉的队员

反复观看。贴身长袖衣、分体隔离衣、连体防护服、

隔离衣、加厚橡胶手套、袜子、鞋套、厚重胶靴、帽子、

Ｎ９５／Ｎ９９的口罩、护目镜、防护面屏、一层一层装备

按照流程穿上，从病房查房出来防护服可能携带病

菌，需要经过喷淋间和２个缓冲间逐步脱下全套防

护装备，每一步操作均是培训的重点。

１．２．２　对塞方护士防护技能的督导　塞方护士传

染病知识欠缺，防护技能水平不高，防护意识不

强［４］。前几批医疗队已经对塞方护士进行多次防护

技能培训，我们的重点任务是对其进行督导，观察其

在护理过程中是否有不当的防护措施，并提醒和指

导，以防止医务人员之间的交叉感染。

１．２．３　医护协作与防护督导　面对烈性传染病，队

友之间相互协作非常重要。在清洁区穿全套防护装

备时，我们相互协助穿着防护装备，并相互检查是否

有可疑暴露的地方，确定万无一失后方才进入病房。

查房的过程中，我们时刻携带对讲机，保持对外交

流。在缓冲区和病房等重要区域，均安装摄像头，在

清洁区办公室设有监控室，共有１５个监控画面，一

旦有队友下病房，就有至少一名医生或护士守在监

控室内，密切关注队友的一举一动，观察是否有动作

做得不妥，是否工作超时，用对讲机时刻保持交流。

另外，为防止队友从病房查房出来时由于脱水和缺

氧造成大脑一片空白，我们在缓冲间的墙面上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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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应的脱防护服流程，标志醒目，防止遗漏。每脱

下一层防护装备，我们都要用山诺士消毒液（含低浓

度过氧化氢（５％）和银（０．０１％））相互喷洒到对方手

上进行正确的手卫生，每次不少于４５ｓ。医护人员

在脱ＰＰＥ的过程中，由于出汗过多浸湿口罩，导致

呼吸困难，很有可能会发生缩短洗手或泡胶靴时间

等错误，这也是监控过程中要重视的地方。

１．３　做好诊疗中心环境的感控管理

１．３．１　设置三区两带两线　中塞友好医院严格按

照防控传染病要求设置了“三区两带两线”。“三区”

即清洁区、潜在污染区（半污染区）、污染区；“两带”

指清洁区与潜在污染区之间、潜在污染区与污染区

之间分别设立缓冲带；“两线”为清洁线路和污染线

路。上班时医护人员先到清洁区更换衣物、穿戴整

齐全套防护装备后，医护成组到病房查房。首先经

过潜在污染区（走道、缓冲间和药房），方可进入污染

区（门诊大厅和病房）；回到清洁区时必须严格按照

操作流程在不同的缓冲间脱去相应的防护装备，最

后沐浴更换全套衣物后方可回到清洁区。

１．３．２　严格环境消毒措施　接触传播是埃博拉的

主要传播途径，且人类普遍易感，埃博拉病毒对热有

中度抵抗力，在室温及４°Ｃ存放１个月后，感染性无

明显变化［５］。因此，对环境的消毒要求非常严格。

污染 区 的 地 面、房 间 及 物 品 均 用 含 有 效 氯

５０００ｍｇ／Ｌ的消毒剂进行拖地、喷洒消毒，每例患

者出院后均进行终末消毒。清洁区的环境卫生主要

由我方护士完成，每天用含有效氯２０００ｍｇ／Ｌ的消

毒剂进行拖地，后用清水拖地一遍，以减少含氯制剂

对人体的刺激；物品的表面用７５％乙醇原液进行擦

拭。同时每天用山诺士消毒剂对清洁区走廊、胶靴

室、和塞方相邻的大厅进行喷雾消毒。

１．３．３　分区管理，及时隔离阳性患者　所有通过

１１７（急救中心）送过来的患者从医院专用通道送入

门诊后，安置到单独的隔离病房。每例患者都是单

间隔离，并告知不能相互串门。如果检测结果显示

埃博拉阳性，则即刻转至埃博拉患者专用病房进行

隔离治疗，此对预防疑似患者和确诊患者间交叉感

染至关重要。

２　结果

第五批中国（湖南）援塞医疗队历时５３ｄ，共收治

３９例患者，其中３例埃博拉患者，ＥＶＤ治愈率１００％。

２例重症ＥＶＤ患者，其中１例合并休克、感染、肾衰

竭、内环境紊乱，１例７３岁高龄，合并心衰肺功能衰

竭。医疗队全队共４０名医务人员，其中进入隔离病

房的１９名（医疗组１１名和护理组８名），未发生１例

埃博拉感染；塞方工作人员共１０５名，未发生交叉感

染；同时杜绝了确诊患者与疑似患者的交叉感染。

３　体会

ＥＶＤ是一种急性传染病，是目前已知的最致命

人类疾病之一，接触传播是其最主要的传播途径。

加强个人防护和做好团队建设，标准化的工作流程

和诊疗环境的感控管理，控制感染源是防控ＥＶＤ

的关键措施。

精干的团队成员和双重的护理排班模式，充分

保障病区常规工作和突发应急情况。医务人员加强

体育锻炼，面对如此突发、危险系数最高的烈性传染

病，所在医院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若无强健的身

体，难以保证援塞任务的顺利完成。塞拉利昂气候

炎热，医务人员按照最高级别的防护措施穿戴好防

护装备后进行医疗工作，查房的时间经常超过规定

的４５ｍｉｎ，体能消耗巨大，加上初到塞拉利昂，与国

内时间相差８ｈ，睡眠质量受到严重影响，普遍缺乏

体能。考虑到队员对塞拉利昂的饮食不习惯，国家

在我们随队出行的队伍中派遣了２名厨师，让我们

在营养方面得到了极大的保障；体能锻炼更是我们

必做的功课。心理与精神的支持，是医疗队做到“零

感染”的前提。

此次援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彰显了中国医疗

队在感染防控方面的实力。参与援塞救援的护理人

员在此次重大医疗行动中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致谢：感谢中华护理学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护理部科护士

长、副主任护师贺爱兰的支持与指导！

［参 考 文 献］

［１］　ＷＨＯ．Ｅｂｏｌａｖｉｒ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ｓｕｍｍａｒｙ［ＥＢ／

ＯＬ］．（２０１４－０４－０３）［２０１５－０７－２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ｏ．

ｉｎｔ／ｃｓｒ／ｄｏｎ／２０１４＿０４＿Ｅｂｏｌａ／ｅｎ／．

［２］　ＷＨ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ａｓｋｅ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ｎｅｂｏｌａｖｉｒ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ｇｌｏｂ

ａｌａｌｅｒｔａｎｄｒｅｐｏｎｓ（ＧＡＲ）［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１０－０２）［２０１５

－０７－２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ｃｓ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ｅｂｏｌａ／ｆａｑ

ｅｂｏｌａ／ｅｎ／．

（下转第７９５页）

·０９７·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６年１０月第１５卷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１５Ｎｏ１０Ｏｃｔ２０１６



的强化教育，使护生获得全面的职业安全防护知识，

提高职业防护的态度和能力。

［参 考 文 献］

［１］　ＺｈａｎｇＸ，ＧｕＹ，ＣｕｉＭ，ｅｔａｌ．Ｎｅｅｄｌｅｓｔｉｃｋａｎｄｓｈａｒｐｓ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ｎｕｒｓｅｓａｔａ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ＨｅａｌｔｈＳａｆ，２０１５，６３（５）：２１９－２２５．

［２］　黄琳俐．实习护生锐器伤的原因分析及干预对策研究进展［Ｊ］．

２０１４，１４（７）：４８２－４８４．

［３］　张延婷，王乐三．实习前职业防护教育预防中国护生针刺伤的

Ｍｅｔａ分析［Ｊ］．中国循证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１３（６）：７５４－７５９．

［４］　鲍娟，王方，胡传来．综合医院实习护生针刺伤的调查研究

［Ｊ］．护理管理杂志，２０１５，１５（２）：１３５－１３６．

［５］　胡聂，陈博，沈端端，等．护理专业学生针刺伤后真实感受的

质性研究［Ｊ］．中华护理杂志，２０１２，４７（２）：１２９－１３１．

［６］　ＣｈｅｕｎｇＫ，ＨｏＳＣ，ＣｈｉｎｇＳＳ，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ｎｅｅｄｌｅｓｔｉｃｋ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ａｍｏｎｇ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ｓｉ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Ｊ］．ＡｃｃｉｄＡｎａｌ

Ｐｒｅｖ，２０１０，４２（６）：１７４４－１７５０．

［７］　ＨｏｎｄａＭ，ＣｈｏｍｐｉｋｕｌＪ，ＲａｔｔａｎａｐａｎＣ，ｅｔａｌ．Ｓｈａｒｐｓ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ｎｕｒｓｅｓｉｎａＴｈａｉ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Ｊ］．ＩｎｔＪＯｃｃｕｐ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ｄ，２０１１，２（４）：２１５－２３５．

［８］　史妍萍．强化教育对实习护生针刺伤发生状况的效果研究

［Ｄ］．北京：北京协和医学院，２０１２．

［９］　ＹａｏＷＸ，ＷｕＹＬ，ＹａｎｇＢ，ｅｔａｌ．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ｎｅｅｄｌｅｓｔｉｃｋ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ａｍｏｎｇ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Ｊ］．ＮｕｒｓｅＥｄｕｃＴｏｄａｙ，２０１３，３３

（８）：８３４－８３７．

［１０］ＬａｖｏｉｅＭＣ，ＶｅｒｂｅｅｋＪＨ，ＰａｈｗａＭ．Ｄｅｖｉｃｅｓｆ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ｎｅｅｄｌｅｓ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Ｊ］．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ｙｓｔＲｅｖ，２０１４，９（３）：

ＣＤ００９７４０．

［１１］刘芙芸．临床护士发生针刺伤的调查及防护对策［Ｊ］．中国感染

控制杂志，２００７，６（３）：２０６－２０７．

［１２］ＴａｌａｓＭＳ．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ｏｂｌｏｏｄａｎｄｂｏｄｙｆｌｕｉｄｓ

ａｍｏｎｇＴｕｒｋｉｓｈ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ｒａｉｎ

ｉｎｇ：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ｎｅｅｄｌｅｓｔｉｃｋ／ｓｈａｒｐ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ａｎｄ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ｉｍ

ｍｕ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Ｊ］．ＪＣｌｉｎＮｕｒｓ，２００９，１８（１０）：１３９４－１４０３．

［１３］蒋慧，陈颖．护生针刺伤现状的临床调查研究［Ｊ］．中国现代药

物应用，２０１４，８（９）：２４５－２４６．

［１４］ＡｆｒｉｄｉＡＡ，ＫｕｍａｒＡ，ＳａｙａｎｉＲ．Ｎｅｅｄｌｅｓｔｉｃｋ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ｒｉｓｋ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ｔｕｄｙａｍｏ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ｗｏｒｋ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ｉｎ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Ｊ］．ＧｌｏｂＪＨｅａｌｔｈＳｃｉ，２０１３，５（４）：

８５－９２．

［１５］ＳｏｕｚａＢｏｒｇｅｓＦＲ，ＲｉｂｅｉｒｏＬＡ，ＯｌｉｖｅｉｒａＬＣ．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

ｐｏｓｕｒｅｓｔｏｂｏｄｙｆｌｕｉｄｓ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ｐｏｓｔ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ａｍｏ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ｄ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ｓａｔａＢｒａ

ｚｉｌｉａｎｐｕｂｌｉ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ＲｅｖＩｎｓｔＭｅｄＴｒｏｐＳａｏＰａｕｌｏ，

２０１４，５６（２）：１５７－１６３．

［１６］李惠萍．医护实习生医院感染及职业防护认知调查［Ｊ］．护理研

究，２００６，２０（９Ｂ）：２３６６－２３６８．

［１７］ＣｈｅｕｎｇＫ，ＣｈｉｎｇＳＳ，ＣｈａｎｇＫＫ，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ａｎｄ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ｎｅｅｄｌｅｓｔｉｃｋａｎｄｓｈａｒｐｓ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ａｍｏｎｇ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

ｔｅｒｎｓｉ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Ｊ］．Ａｍ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２，４０（１０）：

９９７－１００１．

（本文编辑：陈玉华）

（上接第７９０页）

［３］　ＷＨＯ．Ｅｂｏｌａ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ｏａｄｍａｐ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ｓ［ＥＢ／ＯＬ］．

（２０１４－１２－１８）［２０１５－０７－２６］．ｈｔｔｐ：／／ａｐｐｓ．ｗｈｏ．ｉｎｔ／ｉ

ｒｉｓ／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１０６６５／１８０７４１／１／ｅｂｏｌａｓｉｔｒｅｐ＿２２Ｊｕｌ２０１５＿ｅｎｇ．

ｐｄｆ？ｕａ＝１．

［４］　李因茵，张悦，刘丽英，等．综合培训在塞拉利昂埃博拉出血热

护理人员穿脱防护装具中的应用［Ｊ］．北京．解放军护理杂志，

２０１５，３２（２）：４－７．

［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埃博拉出血热防

控方案［Ｊ］．中华临床感染病杂志，２０１４，８（７）：３８５－３８６．

（本文编辑：左双燕）

·５９７·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６年１０月第１５卷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１５Ｎｏ１０Ｏｃｔ２０１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