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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检验科管理

林宇琦1,魏修奇1,徐 魁1,曾 轶1,陈 文2,王 晖3△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肿瘤中心检验科,湖北武汉430022;2.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市中心医院检验科,湖北武汉430014;
3.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检验科,湖北武汉430022

  摘 要:检验科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检验人员奋斗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接

触到大量可能携带病毒的血液和体液标本,成为感染的高危人群。加强疫情期间检验科的管理工作,及时对检

验人员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是打赢抗疫攻坚战的关键。该文从实验室管理(生物安全原则、优化检验流程、医

疗垃圾处理、实验室分区管理)和检验人员管理(提高重视程度、人员培训及考核、科学排班、加强心理干预)方

面出发,对相关措施和方法进行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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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是一种以呼吸道

传播和密切接触传播为主,在特定条件下也可通过气

溶胶、粪-口途径和污染物传播,传播能力强,且潜伏期

和发病后均具有传染性的呼吸道感染疾病[1]。目前,
COVID-19仍在全球各地区暴发、流行。我国已将

COVID-19列入乙类传染病,并要求按甲类传染病管

理。检验科要检测各类血液、体液标本,疫情期间检

验人员是感染COVID-19的高危人群,因此在开展患

者各类标本检验工作的同时,也要加强检验人员的感

染防护及实验室管理工作,对检验人员出现的不良心

理状态进行及时干预。
1 实验室管理

1.1 生物安全原则 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
目前按第二类病原微生物进行管理。病毒分离培养、
核酸检测应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开展;进行病毒抗

原检测、血清学检测、生化分析等操作时,可在生物安

全二级实验室开展,但须同时采用生物安全三级个人

防护。
1.2 优化检验流程

1.2.1 检验前 标本由医护人员采集后,加盖,装入

密封袋,置于标本盒中,再放入转运箱,由防护措施齐

全的专人运送至检验科。转运箱要有统一的特殊标

识,标本转运时间不超过2
 

h。转运者及实验室接收

者均需要进行安全防护,开箱瞬间用75%乙醇喷雾消

毒[2]。标本采集、转运、交接环节进行详细记录,以便

回溯。标本离心后静置15~20
 

min,开离心机盖时进

行喷雾消毒[2]。尽可能避免打开管帽,并尽可能缩短

打开管帽后的标本暴露时间,以防产生气溶胶。所有

操作应在生物安全柜内进行。
1.2.2 检验中 检验人员在进行标本检测时必须正

确佩戴合格的医用防护口罩、护目镜,穿着防护服和

隔离衣,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并保证操作环境的生物

安全。检测时需确认标本采集是否合格,当发现不合

格标本时进行登记并及时与临床沟通,要求其重新采

集标本。对于合格标本,检测中注意防止标本溢洒,
如出现溢洒,先用吸水纸吸干,然后对台面、地面使用

1
 

000
 

mg/L的84消毒液进行喷洒消毒,15
 

min后及

时用清水擦洗,再对台面、地面进行紫外线消毒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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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检验后 将检测完的标本密封,所有标本应

在生物安全柜中重新加盖管帽,放入密封袋,然后将

标本进行高压灭菌或者消毒处理。
1.3 医疗垃圾处理 严格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和《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对使

用过的防护用品按要求双层封扎并标识清楚后弃于

医疗废物桶,然后用0.5%~1.0%含氯消毒剂喷洒消

毒,15~20
 

min后密闭转运。
 

1.4 实验室分区管理 深刻贯彻落实“三区两通道”
原则,按照医院感染管理科的要求,合理规划科室布

局,将科室划分成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并严格

管理检验人员通道与污物通道,在检验人员通道和污

物通道入口处设立缓冲区,配备消毒用品。在每日上

班前和下班后要求每位检验人员对仪器表面、实验台

表面、键盘和鼠标进行75%乙醇喷洒消毒。每日工作

结束后,全科室进行不少于1
 

h的紫外线消毒。
2 人员管理

 

2.1 提高重视程度 检验人员作为抗击COVID-19
疫情的一线人员,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尤其为重要。检

验科所有人员需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不能懈怠,深
刻认识到抗击COVID-19疫情是一场持久战。在救

治工作上,不仅要做好自我安全防护,还要严格贯彻

党中央“患者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做到让患者早

发现、早检测、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努力缩短标本

检测时间,为临床救治争取到宝贵的时间。
2.2 人员培训及考核 检验人员掌握医院感染知识

和防护技能对有效防护意义重大,加强医院感染的专

业培训,是缓解检验人员紧张、焦虑情绪的重要途

径[3]。科室组织所有人员学习医院感染、生物安全及

SARS-CoV-2相关知识,举办关于穿脱防护服、手卫

生、摘戴口罩等的防护技能培训。通过网络、多媒体,
将线上、线下培训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从而保

证培训效果。科室负责人每周对科室人员进行考核,
督查防护措施的落实情况,使每一位检验人员养成自

觉遵守安全管理的习惯,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
2.3 科学排班 疫情期间根据每日标本检测数量和

疫情防控的实际情况进行弹性排班,科学配置专业技

术力量。每日设1~2个二线机动岗位,该岗位值班

人员可以居家休息,但必须保证手机24
 

h畅通,并能

随时到岗。弹性排班是一种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能
充分发挥检验人员在岗时的工作效率,在准确、迅速

地完成每日标本检测工作的同时,又避免了人力资源

的浪费,减轻了检验人员的工作压力和心理负担。
2.4 加强心理干预 疫情期间,检验人员每天都要

在密闭的环境中穿戴厚重的防护用品,检测大量标

本,高强度、高负荷的工作压力使其更容易产生悲观

情绪和消极的工作态度,导致工作效率降低。因此,
加强对检验人员的心理评估和干预就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提供心理健康疏导,有效改善检验人员抑郁、焦

虑等不良心理状态,具体措施如下。
2.4.1 积极面对,科学防护 鼓励检验人员积极面

对疫情,理解和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不自责,也不指

责和抱怨他人。如果负面情绪持续时间较长,无法进

行自我调节或出现严重情况时,应及时寻求专业人员

的帮助。检验人员也应努力调整心态,密切关注疫情

动态,认识到自己在抗击疫情中担任着重要角色,积
极主动地加入抗疫工作。学习科学防护,在工作中主

动采取个人三级防护,做好个人消毒,保持卫生。在

生活中做到戴口罩、勤洗手、室内多通风、少出门等。
规律生活,保证休息时间,加强锻炼,保持良好的身体

状态。
2.4.2 亲友互助,科室关怀 倾诉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焦虑情绪,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减轻压力和应

激对免疫功能产生的影响。检验人员应多与亲友沟

通交流,排解不良情绪,同时也要帮助他们疏导不良

情绪,做到自助与助人。同事之间彼此激励、互相督

促,分享健康知识,组织团体活动,保证良好的心理状

态,有效管理情绪。科室组织对一线抗疫人员进行心

理危机干预培训,让其了解应激反应,并学习应对和

调控不良情绪的方法。科室负责人应加强与科室人

员的沟通,了解其心理状态,及时给予支持与安慰。
消除一线抗疫人员的后顾之忧,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科学排班,保证其充足的休息[4]。
3 总  结

  在抗击COVID-19疫情中,检验科扮演着重要角

色,是抗疫一线的主力军,检验科实验室管理和检验

人员管理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有效的管理措施是防止

发生医院感染、保证人员安全的关键,也是保障抗疫

工作有序进行的基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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