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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对不同品牌医用防护口罩的主观感受与适合性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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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医务人员对不同品牌医用防护口罩密合性感受和舒适度感受的差异。方法　选取发热门

诊的工作人员，包括医生、护士、医技、工勤人员，对四个品牌的折叠形医用防护口罩进行定量适合性测试，调查不

同动作时医务人员主观感受密合性情况，并调查测试时和佩戴４ｈ后医务人员鼻梁区压迫感、皮肤痒、颜面部皮肤

损伤、内表面磨嘴、勒耳廓、面部压迫感等不适感受，以及佩戴４ｈ后口罩变形等特殊情况。结果　共对发热门诊

９８名工作人员进行了医用防护口罩佩戴适合性测试和舒适度调查，与定量适合性测试结果相比，主观感受真正密

合的符合率为７７．４２％；主观感受真正非密合的符合率为５６．８６％。不同测试动作中，除大声说话动作之外，其他

动作主观感受真正密合性符合率均在９０％以上，而真正非密合符合率各项动作均较低，均在３０％以下。口罩佩戴

主观感受反映的主要问题为大小不合适、头带拉力不舒适、鼻梁区压迫感，整体不适感受人员比率在４０％左右。佩

戴４ｈ后，头带拉力不舒适、鼻梁区压迫感人员比例所有增加。结论　选择医用防护口罩时，除考虑适合性测试数

据外，还需综合考虑舒适度等主观感受，可提高医用防护口罩佩戴的依从性和正确性，并提高医务人员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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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ｍａｓｋ；ｆｉｔｔｅｓｔ；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ｃｏｒｒｅｃｔｗｅａｒｉｎｇ

　　正确选择及佩戴呼吸道防护用品是预防呼吸道

传染病传播的重要举措，其中最关键的是医用防护

口罩的选择及正确使用，但在日常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较多［１３］，如医用防护口罩佩戴指征掌握不准，在

低风险区佩戴医用防护口罩，抑或忽略经空气传播

疾病的风险，选择佩戴医用外科口罩；佩戴方法不正

确，不能正确塑形鼻夹及调整松紧带的长度，忽略密

合性；不重视适合性测试，忽视不适合口罩所带来的

风险等。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流行，无论从国

家制度层面，还是医疗机构工作层面，均开始重视医

用防护口罩的正确选择和佩戴，包括适合性测试。

但选择医用防护口罩不应仅依赖于适合性测试数

据，还应考虑佩戴者对口罩的耐受性，是否感觉舒

适，这些因素均会影响防护效果。本研究拟对佩戴

的医用防护口罩进行适合性测试及主观感受调查，

以了解工作人员对不同口罩的舒适度感受，帮助医

院正确选择和配置医用防护口罩。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某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发热门诊

在岗的工作人员，包括医生、护士、技术人员及工勤

人员。选取符合ＧＢ１９０８３—２０１０《医用防护口罩技

术要求》，经过前期预测试适合性通过率较高的四个

品牌的折叠形医用防护口罩进行测试。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适合性测试方法　适合性检验旨在检验某

类密合性面罩如医用防护口罩对具体使用者适合程

度的方法，适合性检验分为定性适合性检验和定量

适合性检验，本研究采取定量适合性测试方法，按照

ＧＢ１９０８３—２０１０《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中适合性

试验的测试步骤进行测试，即正常呼吸、深呼吸、左

右转头、仰头－低头、大声缓慢说话、正常呼吸６个

动作。每个动作持续１ｍｉｎ，每完成一个动作，机器

自动显示该动作的适合因子，６个动作完成后，给出

总适合因数，总适合因数≥１００，表明所选医用防护

口罩适合该受试者。所有人员在进行适合性测试前

先进行密合性检查［４］，密合性检查通过后再进行适

合性测试。

１．２．２　主观感受调查方法　①密合性：适合性测试

过程中，要求被测试者关注测试每个动作时是否有

漏气现象及漏气位置（下颌区、下巴区、鼻梁区、颧骨

及面颊区），测试结束后，由操作者进行询问、记录。

②舒适度：适合性测试结束后，无论是否测试通过，

操作者按照统一设计的舒适性相关调查表，逐一询

问并记录。调查内容包括口罩大小是否合适，有无

鼻梁区压迫感、皮肤痒、颜面部皮肤损伤、内表面磨

嘴、勒耳廓、面部压迫感等不适感受，佩戴口罩呼吸

是否费力，口罩头带拉力是否舒适，以及对口罩的整

体满意度。随后被测试者试戴适合性测试通过的口

罩，要求佩戴时间不低于４ｈ，佩戴４ｈ后再次填写

舒适性相关调查表；同时调查特殊事件发生情况，如

头带弹性不足、头带易脱落、口罩变形、４ｈ内变潮

湿等。

１．２．３　观察指标　①适合性测试通过率。某品牌

口罩测试对象中达到适合性测试适合标准的人员比

率。②适合性测试与主观感受密合性符合情况。适

合性测试通过者即为真正密合，未通过者即为真正

非密合。密合性检查密合者为主观感受密合，密合

性检查不密合者为主观感受不密合。密合符合率：

适合性测试通过人员中主观感受也密合的比率。非

密合符合率：适合性测试未通过人员中主观感受也

不密合的比率。③某项舒适度主观感受比率。即被

测试人员中有某项舒适度（如鼻梁去压迫感）相关主

观感受的比率。

１．３　质量控制　测试由统一接受培训的测试员实

施，并由固定测试质控员对测试现场进行全程质控，

包括测试调查方法和数据记录，另外数据采取双人

录入模式。

１．４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录入Ｅｘｃｅｌ表进行整理

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比进行统计描述，相应

比率比较应用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进行卡方检验，犘≤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共对发热门诊９８名工作人员进行

了医用防护口罩适合性测试和舒适度调查，其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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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护士、技术人员及工勤人员数量分别占１９．３９％

（１９名）、３２．６５％（３２名）、４０．８２％（４０名）、７．１４％

（７ 名）；其中女性 ８２ 名（８３．６７％），男性 １６ 名

（１６．３３％）。

２．２　不同品种口罩适合性测试结果　Ａ、Ｂ、Ｃ、Ｄ四

个品牌医用防护口罩适合性测试结果显示，通过率

从高到低依次为品牌 Ｄ、Ｃ、Ａ、Ｂ，通过率分别为

９３．８８％（９２名）、８７．７６％（８６名）、８６．７３％（８５名）、

７９．５９％（７８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８．９０３，犘

＝０．０３１）。

２．３　主观感受密合性准确情况　与定量适合性测

试结果相比，主观感受密合的符合率为７７．４２％，主

观感受非密合的符合率为５６．８６％，即适合性测试

并未通过的情况下，约４０％的被测试者主观感受是

密合的。口罩Ｂ主观感受密合性、非密合性符合率

均较高，见表１。不同的测试动作中，除大声说话动

作外，其他动作主观感受密合性符合率均在９０％以

上，而非密合符合率各项动作均较低，均在３０％以

下，见表２。四个品牌医用防护口罩主观感受不密

合的区域主要为鼻梁区，占５０％～７０％，其次为下

巴区，占１０％～３０％；口罩Ａ鼻梁区不密合比率最

高，占７６．９２％；口罩Ｄ下巴区不密合比率最高，占

３３．３３％。

表１　９８名工作人员不同品牌医用防护口罩适合性测试与主观感受密合性符合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ｉｔｔｅｓｔａｎｄ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ｏｆ９８ｓｔａｆｆｗｅａ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ｒａｎｄｓ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ｍａｓｋｓ

口罩品牌
密合符合率

适合性测试密合人数 主观感受密合人数 符合率（％）

非密合符合率

适合性测试不密合人数 主观感受不密合人数 符合率（％）

Ａ ８５ ６５ ７６．４７ １３ ７ ５３．８５

Ｂ ７８ ５８ ７４．３６ ２０ １４ ７０．００

Ｃ ８６ ６６ ７６．７４ １２ ６ ５０．００

Ｄ ９２ ７５ ８１．５２ ６ ２ ３３．３３

合计 ３４１ ２６４ ７７．４２ ５１ ２９ ５６．８６

表２　适合性测试与不同动作主观感受密合性符合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ｉｔｔｅｓｔａｎｄ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动作
密合符合率

适合性测试密合人数 主观感受密合人数 符合率（％）

非密合符合率

适合性测试不密合人数 主观感受不密合人数 符合率（％）

正常呼吸（前） ３５９ ３５１ ９７．７７ １４ ２ １４．２９

深呼吸 ３５６ ３３０ ９２．７０ １７ ３ １７．６５

左右转头 ３５０ ３４０ ９７．１４ ２３ ６ ２６．０９

仰头－低头 ３３０ ２９９ ９０．６１ ４３ ９ ２０．９３

大声说话 ３４５ １３９ ４０．２９ ２８ １ ３．５７

正常呼吸（后） ３４２ ３４２ １００ ３１ ０ ０

２．４　佩戴舒适度主观感受情况　测试时被测试人

员对医用防护口罩的佩戴主观感受反映的主要问题

为大小不合适、头带拉力不舒适、鼻梁区压迫感，整

体有不适感受的人员比率在４０％左右，不同品牌口

罩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口罩Ｄ的主观感受各项指

标较好，整体满意程度最高。佩戴４ｈ后，头带拉力

不舒适、鼻梁区压迫感人员比例有所增加，整体不适

感受的人员比例除了口罩Ｂ外，其他均有不同程度

的增加，口罩 Ａ增加幅度最大；整体满意度较测试

时降低，而口罩Ｂ佩戴４ｈ后满意度提升，见表３。

通过特殊事件追踪，口罩Ｄ发生特殊事件比率最高

（１３．５１％），口罩Ａ最低（５．９７％），主要问题为头带

弹性不足、口罩变形及４ｈ内口罩潮湿，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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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品牌医用防护口罩医务人员佩戴主观感受情况［名（％）］

犜犪犫犾犲３　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ａｆｆ’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ｏｆｗｅａ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ｒａｎｄｓ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ｍａｓｋｓ（Ｎｏ．ｏｆｓｔａｆｆ［％］）

主观感受
品牌Ａ（狀＝６７）

测试时 佩戴４ｈ后

品牌Ｂ（狀＝６７）

测试时 佩戴４ｈ后

品牌Ｃ（狀＝７０）

测试时 佩戴４ｈ后

品牌Ｄ（狀＝７４）

测试时 佩戴４ｈ后

大小不合适 １２（１７．９１） １２（１７．９１） １５（２２．３９） ８（１１．９４） ９（１２．８６） ８（１１．４３） ４（５．４１） ６（８．１１）

呼吸费力 ４（５．９７） １１（１６．４２） １（１．４９） ３（４．４８） １（１．４３） ３（４．２９） ２（２．７０） ２（２．７０）

头带拉力不适 １６（２３．８８） １８（２６．８７） １２（１７．９１） １３（１９．４０） １２（１７．１４） ２０（２８．５７） １４（１８．９２） ２１（２８．３８）

鼻梁区压迫感 ９（１３．４３） １５（２２．３９） ９（１３．４３） ８（１１．９４） ８（１１．４３） ８（１１．４３） １（１．３５） ７（９．４６）

皮肤痒 １（１．４９） ３（４．４８） ６（８．９６） ３（４．４８） ０（０） ２（２．８６） ０（０） ２（２．７０）

勒耳廓 ３（４．４８） ４（５．９７） １（１．４９） ３（４．４８） ０（０） １（１．４３） ０（０） ２（２．７０）

内表面磨嘴 ２（２．９９） ３（４．４８） １（１．４９） ２（２．９９） ７（１０．００） ６（８．５７） ３（４．０５） ０（０）

面部皮肤损伤 １（１．４９） ３（４．４８） ０（０） ３（４．４８） ０（０） ０（０） ０（０） ３（４．０５）

面部压迫感 ４（５．９７） ４（５．９７） １１（１６．４２） ４（５．９７） ２（２．８６） ３（４．２９） ４（５．４１） １（１．３５）

整体不适感 ３１（４６．２７） ４１（６１．１９） ４４（６５．６７） ３３（４９．２５） ３２（４５．７１） ３４（４８．５７） ２５（３３．７８） ３４（４５．９５）

整体不满意 １８（２６．８７） ２２（３２．８４） ２３（３４．３３） １４（２０．９０） １５（２１．４３） １４（２０．００） ８（１０．８１） ９（１２．１６）

表４　不同品牌医用防护口罩佩戴４ｈ后特殊事件发生情况

犜犪犫犾犲４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ｖｅ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ｗｅａ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ｒａｎｄｓ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ｍａｓｋｓｆｏｒ４ｈｏｕｒｓ

品牌
试戴

人数

发生特殊

事件人数

发生率

（％）

发生特殊事件人次

头带弹性不足 头带易脱落 口罩变形 ４ｈ内潮湿 其他 合计 人次发生率（％）

Ａ ６７ ４ ５．９７ ０ ０ １ ３ １ ５ ７．４６

Ｂ ６７ ５ ７．４６ ２ １ ２ ２ １ ８ １１．９４

Ｃ ７０ ９ １２．８６ ４ ３ ３ １ ０ １１ １５．７１

Ｄ ７４ １０ １３．５１ ４ ０ ３ ３ １ １１ １４．８６

３　讨论

３．１　对于医用防护口罩的选择应考虑舒适度因素

　随着呼吸道防护意识逐步提升，对佩戴医用防护

口罩工作人员进行适合性测试逐步被重视［５６］，对不

同人员、不同风险人员、不同款式口罩进行测试，探

索影响适合性测试结果因素［７］，并作为佩戴医用防

护口罩人员选择口罩的主要依据。本研究测试了拟

招标的四个品牌医用防护口罩的适合性，通过率最

低的为７９．５９％，最高为９３．８８％，不同的口罩通过

率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没有一个品牌的口罩适合所

有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

防护用品舒适度因素，并开展相关调查［８１０］，结果显

示佩戴者对防护用品舒适度有很高的要求和敏感

性，穿戴不舒适对佩戴者的身体和心理均有一定的

影响［１１１３］。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ＯＳＨＡ）要

求各医院开展呼吸道防护项目，其中包括医用防护

口罩的配备和选择，在对佩戴医用防护口罩的人员

进行适合性测试时，测试人员需要询问被测试者对

测试口罩的舒适度［１４１５］，如感觉不舒适，无法忍受，

则更换另一款口罩进行测试，直到为被测试者挑选

一款既通过适合性测试又可接受的口罩，以保证工

作人员在工作中的身体安全，不仅考虑呼吸道传染

病的危害，而且应考虑对整体身体的危害。如何选

择医用防护口罩，以及考虑佩戴者的主观感受，是医

院配置医用防护口罩时所面临的问题。

３．２　主观感受对选择医用防护口罩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　本研究调查医用防护口罩佩戴舒适度，发现

在测试短期内整体有不适感受的人员比率高达

４０％左右，主要包括呼吸费力、头带拉力不适、鼻梁

区压迫感等主观感受，不同的口罩存在一定差异，品

牌Ｄ口罩的不适人员比率（３３．７８％）最低，品牌Ｂ

比率（６５．６７％）最高。佩戴４ｈ后三个品牌口罩有

不适感受的人员比率有不同程度增高，品牌Ａ口罩

升至６０％以上，而品牌Ｂ口罩有所降低，并达到与

品牌Ｃ和Ｄ相近的比率。舒适度感受直接影响被

测试者对口罩的整体满意度，佩戴者对品牌Ｄ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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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最高，其次是品牌Ｂ和Ｃ，最低的为品牌Ａ，

将影响后续实际工作中对口罩的选择，也为医疗机

构购置和储备防护用品提供很好的依据。因此对于

医用防护口罩的选择，口罩的舒适度是重要的参考

因素［１６］。

除了舒适度之外，本研究还调查了佩戴医用防

护口罩的一些特殊事件发生情况，品牌Ｃ和Ｄ口罩

发生特殊事件的频次较高，品牌Ａ和品牌Ｂ发生频

次较低，长时间佩戴后头带弹性不足、口罩变形等会

影响密合性或舒适感。因此在为高风险人群选择口

罩时，除需要满足每人都有适合佩戴的口罩，还需选

择整体舒适度较好，特殊事件发生率低的口罩。本

研究中，通过适合性测试结果和主观感受，四款口罩

中品牌Ｂ是很好的选择。这样才会提升医用防护

口罩佩戴的依从性和正确性，保证呼吸道防护效果。

３．３　主观感受密合性准确性评价可指导工作人员

正确佩戴医用防护口罩　本研究比较了主观感受密

合性及适合性测试的密合性，以适合性测试结果作

为标准，分析主观感受与实际测试的符合率，密合性

符合率为７７．４２％，非密合性符合率仅为５６．８６％，

即４０％左右比率存在实际漏气而主观感受不漏气

的现象，另外２０％左右实际不漏气但主观感受漏

气的现象，说明主观感受并不完全准确，既存在高

估防护效果也存在低估防护效果的现象。以往有

学者［１７１９］比较适合性测试的通过率和主观感受密

合性通过率，均显示主观评价与客观检测结果的一

致性差，但主要限于评价高度防护效果的情况。通

过适合性测试的过程，可让佩戴者清楚如何佩戴才

能做到完全密合，感受真正密合的状态，可避免高估

防护状态的情况。而对于低估防护效果的情况，需

要让佩戴者知晓自己适合的口罩类型和正确的佩戴

方法，可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恐慌状态。以往的呼吸

道防护培训中更多关注如何选择口罩和如何正确佩

戴，也会重点强调医用防护口罩佩戴时要做密合性

试验，但依从情况不太乐观，即便做了密合性试验，

由于主观感受到密合性准确性问题，影响防护效果。

本研究通过主观感受密合性的调查和评价，可让佩

戴者在日常工作中选择适合自己口罩的同时，掌握

正确的佩戴方法和密合性的准确感受，做到既不盲

目，也不恐慌。

本研究主要探讨主观感受与适合性测试的关系

以及对口罩选择的影响，因主观感受并非客观指标，

主要通过定性描述，因此口罩的选择受被测试人员

的影响，今后研究中可考虑对不同主观感受进行程

度区分或根据不同主观感受的影响大小给予不同分

值，最终以相对客观的指标更好地指导口罩的选择；

另外佩戴时间长短是否影响适合性，也是今后需要

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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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ｎｔｂｒａｎｄｓ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ｍａｓｋｓ［Ｊ］．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０２３，２２（１）：９６－１０１．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３８／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９６３８．

２０２３２９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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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