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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9年 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发生以来，各级各类口腔

医疗机构的诊疗服务受到比较严重影响。口腔专科医院具有“小病房、大门诊”的特点，其门诊医疗管理是口

腔医院管理的重点，与综合医院比较也有不同之处。如何在严格防控疫情的前提下恢复正常诊疗服务，避免

医院感染暴发 ，成为口腔门诊管理亟待解决的问题。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按照国家、省、市各级疫情防控

政策文件要求，结合医院门诊实际情况，针对新冠肺炎感染链各环节，不断调整完善防控措施，提高门诊应急

管理能力，特别通过预检分诊控制感染源，强化标准预防及针对呼吸道飞沫传播、密切接触传播和机会性气

溶胶传播的附加预防措施，组建感控督导员队伍、建立常态性督导机制等管理措施，保障了患者及医务人员

健康安全, 有序恢复正常医疗服务,尽最大努力为患者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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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an epidemic occur of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in December, 2019, all the dental
healthcare service providers in our country have been greatly impacted. The strategy of managing the dental clinics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medical healthcare clinics, and the key point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ose dental health⁃
care providers is to focus on the management of outpatient care because they only supply just a little bit of inpatient
care service but quite an large amount of outpatient care service. So we think the next step is to make plausible and ef⁃
fective scenarios to protect our dental healthcare staff and patients against corona virus infection during the treatments
procedures after the reopening all of our dental clinics. To overcome this harsh condition, the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adopted by the Stomatological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designed to be flexibl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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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be adjusted promptly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al orders and latest guidelines released by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ll these prevention procedures and protocols were customized to fit our own
situation and have been updated for several times based on the latest global pandemic reports. After going through the hard⁃
est time in the past four months, it’s considered that our COVID-19 prevention rules have been proved to be efficient
and work well. Further more, it has made massive progress for the hospital in improving the capability of dealing with
this state of emergency, especially by previewing and triaging patients strictly to cut off the possible coronavirus spread⁃
ing from the original step, enhancing the standard precautions and those specific protocols made for minimizing the
droplets, aerosol and contact transmission of COVID-19 indoors. Besides, a daily supervision system was set up as a
routine job and a team of qualified infection prevention specialists were assigned to check and report every incorrect
details during the whole procedure of dental practice. Meanwhile, the safety and well-being of the public and our medi⁃
cal workers could be also guaranteed through following those detailed prevention scenarios.
【Key words】 2019 novel coronavirus;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ental clin⁃
ic; aerosol; hospital infection; pre⁃viewing and triage; standard precaution; hospital management; administra⁃
tive strategy
J Prev Treat Stomatol Dis, 2020, 28(7): 409⁃415.

口腔专科医院具有“小病房、大门诊”的特点，其

门诊诊疗操作时间长、使用器材多，其医疗管理与综

合医院的门诊管理有不同之处。2019年12月，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疫情发生以来，其传播速度快，人群普遍易感，存在

无症状感染者，2020年 1月 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将COVID⁃19纳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传染病

的预防、控制措施［1］，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21世
纪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根据

现有的研究结果及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3］，2019新型冠状病毒

（2019 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主要经飞沫和密

切接触传播，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高浓度暴

露的情况下存在气溶胶传播的可能。口腔门诊不仅与

综合医院同样具有人流量大、人员密集度高、人员接

触环节多等特点，更因为喷溅性、侵入性操作多、诊

疗环境污染严重、医护人员与患者密切接触，发生医

院交叉感染的机会相对更高。在面对如此重大疫情的

高风险时刻，一方面需要严格防控感染传播，另一方

面需要积极有序恢复正常医疗服务，在医疗过程中，

做好“四早”，及时发现、隔离（疑似）患者和切断传播

途径［4］，为口腔疾病患者提供安全的医疗服务。为

此，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根据国家、省、市各级文件

要求，结合医院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防控管理策

略，取得良好经验，报告如下。

1 风险分析和管理策略

1.1 口腔门诊感染风险分析

传染性疾病传播的感染链主要包括感染源

（感染因子与宿主）、感染因子出口、传播途径与易

感人群等元素［5］，各要素都是感染控制的重点。分

析明确各项感染因素，有助于制定针对性的防控

策略，实施精细化管理措施。

1.1.1 感染源 感染源包括COVID⁃19患者与无症

状感染者。口腔医疗中的感染源可能是患者，也

可能是医务人员。COVID⁃19早期常见有发热及咳

嗽、气促等呼吸道症状，患者一般不以口腔科首

诊，而其潜伏期相对较长，患者与医务人员都可能

为无症状感染者，在临床中有很大的隐蔽性，难于

辨识，相对增加了感染源风险。根据我国目前疫

情防控状况，每日报告本土新增确诊病例数已控

制在个位数以内，但无症状感染者需要引起足够

的重视和防范。

1.1.2 传播途径 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密切接触和

有限的气溶胶传播［3］。被感染者飞沫、体液、血液

污染的诊疗环境和器械、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

被污染的手都是感染的传播媒介。而口腔诊疗中

喷溅性、侵入性操作多，治疗常规使用高速涡轮

机、超声治疗仪可导致飞沫喷溅，造成诊室环境表

面、空气等污染；医护人员与患者在治疗中超近距

离接触，如果没有规范佩戴口罩、面罩等防护用

品，交叉感染传播的风险相对较高。

1.1.3 易感人群 在各年龄组人群普遍易感，口腔

医院的患者中老年、儿童患者占比均较高。在没

有针对性的疫苗保护的情况下，所有医务人员、患

者都存在感染的风险。

1.2 防控管理目标

根据传染病防控中“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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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保护易感者”的基本原则，医院在恢复正常诊

疗秩序、严格防控疫情的关键时刻，根据卫生行政

管理部门发布的恢复正常诊疗中疫情防控指引

“七个一”要求［6］，重点加强了预检分诊、个人防护、

专业督导等感染防控管理措施，以实现医疗服务

与疫情防控两不误，为患者提供及时、有效、安全

的口腔医疗服务的目标。

1.3 健全管理架构

为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高效、有序开展，南方医

科大学口腔医院成立了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下设防控专项工作组、督导组、培训组、消毒组、防

控境外输入病例专门小组等。各部门在领导小组

统一领导下，明确分工，团结协作，在疫情不同阶

段确定不同的工作重点，在疫情不同形势下采取

不同的管理策略，全院医务人员围绕感染防控与

医疗服务两个中心，切实保证医院各项工作有效

运转。

1.4 突出管理重点

在疫情初期，因为对 2019⁃nCoV了解很少，尚

无明确结论的“气溶胶传播”引起广大口腔科临床

从业人员担忧，口腔门诊的开诊范围、开诊项目是

门诊管理的重点与难点。为此，医院感控办认真

学习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的《医疗机构内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7］，结合口腔

诊疗特色，拟定了根据疫情发展、区域风险等级及

项目风险程度逐步、有序恢复门诊服务的策略。

从 2020年 1月 23日起春节长假暂停门诊、仅急诊

科开放，暂停全部择期治疗项目，仅提供急性牙髓

炎、急性根尖周炎、急性冠周炎、口腔颌面外科创

伤、出血、感染、颞下颌关节脱位等治疗，在对患者

进行预检分诊的前提下，医护人员根据诊疗项目

选用不同级别的防护用品，同时通过使用橡皮障、

高通量吸引器、患者诊前使用 1%聚维酮碘液漱

口、加强通风换气或使用空气消毒机等措施减轻

操作中诊室的空气污染程度。

随着疫情趋缓，患者诊疗需求增加，医院根据

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关于加强疫情期间医疗服务

管理 满足群众基本就医需求的通知》［8］要求，从

2020年 3月 2日起扩大了急诊规模，每个科室每天

2对医生护士接诊患者，急诊项目增加了正畸矫治

器脱落、修复体脱落处理等。

当疫情得到进一步控制，2020年 3月 16日起医

院部分（全院 1/2医生护士）恢复了门诊服务，在独

立诊室开诊，或保证间隔诊位开诊，开放了牙体牙

髓病、口腔黏膜病、儿童口腔疾病、口腔颌面外科、

口腔正畸复诊、口腔修复等常规诊疗项目，仅洁

牙、牙周治疗、儿童重度龋病全麻下治疗、阻生齿

拔除术、口腔种植修复等喷溅严重、不便使用橡

皮障、操作耗时比较长的项目暂时没有恢复。直

至 3月 30日，广州市宣布海珠区成为疫情低风险

区，医院在保障充分的防护措施的前提下全面恢

复了门诊医疗服务。

2 预检分诊管理

预检分诊是及早发现感染源的重要环节，是

防控医院感染传播的第一关口。2003 年重症急

性 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以后，很多综合医院设立了发热门诊，并根

据原卫生部发布的《医疗机构传染病预检分诊管

理办法》开展了预检分诊工作，但口腔专科医院与

综合医院病种不同，预检分诊流程与标准具有明

显的专科特点。为适应疫情防控需要，医院在探

索中实施预检分诊管理，对原有的工作流程进行

了全面优化改造。

2.1 人力资源保障

根据 COVID⁃19 防控要求，预检分诊需要测

量体温、核查呼吸道相关症状及旅居情况、填写

COVID⁃19流行病学史调查问卷、查验健康码及疫

情期间行程码等具体工作，需要投入更大量的时

间和人力。为保障预检分诊有效落实，全院总体

协调并强化预检分诊人力资源，抽调了挂号处、门

诊护士和部分行政人员支援预检分诊工作，制定

预检分诊工作标准及流程，多次组织工作人员培

训，确保患者规范预检分诊，顺利就诊，同时避免

人员聚集，降低感染风险。

2.2 信息系统支持

在预检分诊过程中，核实与协助填写流行病

学史调查问卷最为耗时，容易造成预检分诊处人

流聚集。针对这种现象，医院迅速行动，信息科开

发了预检分诊信息平台，与医院原有的预约挂号、

医院信息系统（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HIS）对

接，患者预约挂号前即填写医院微信公众号推送

的流行病学史问卷，来到预检分诊处直接核实、打

印、签名，并自动形成就诊患者登记表，很好地化

解了预检分诊速度慢、导致患者排队聚集的问题。

2.3 完善三级预检分诊流程

为兼顾效率与准确性，医院根据省、市卫健部

门的相关要求，设计了三级预检分诊流程，严防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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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一级预检分诊设在挂号大厅，主要负责监测体

温，查验健康码，详细询问及核实流行病学史问卷，

对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或流行病学史的患者按照

指引规范处理。二级预检分诊设在科室前台，进行

复查体温，核实流行病学史，并通过患者个人行程

码验证其近期旅居史。三级预检分诊由接诊医护

人员再次询问确认呼吸道相关症状、旅居情况等流

行病学史。患者的COVID⁃19流行病学史调查问卷

由医、护、患三方签名，科室保存备查。

3 个人防护与标准预防

3.1 完善防护指引

根据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的《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的防控方案》［9］，结合口腔诊疗的防护

要求与实际工作情况，医院编写了适合医院应用

的《新冠肺炎防控期口腔诊疗工作指南》，并根据

疫情变化先后更新了 7版；编写了《院感防控处理

应急预案》等涉及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不同操作

项目的应急预案及防控指引 60余项。工作指南对

医务人员的防护标准、环境清洁消毒等提出了明

确的要求；应急预案对门诊突发事件的处理给予

了清晰的指引。

3.2 组织人员培训

为保证各项防控制度、工作流程得到有效执

行，医院多次组织了不同形式的全员培训，对医

生、护士、行政后勤人员、保洁及其他工勤人员、安

保人员等开展了分类别的感染防控培训，内容包

括有关政策要求、COVID⁃19 诊疗和感染防控知

识。培训突出实际操作，例如手卫生规范、隔离衣

穿脱程序与方法等，并强化考核，考核合格方可正

常上岗恢复工作。

3.3 应急演练全覆盖

医院预检分诊处及临床各科室针对预检分诊

及临床诊疗中发现病例的各种情况制定了应急预

案并组织演练，明确患者预检分诊的重点、要点，

熟悉流程，明确报告程序、处置方法，减少感染传

播机会。

3.4 防护措施落实

各科室候诊区与诊疗区独立设置，各区域控

制人流密度、禁止人员聚集。根据疫情进展及医

院所在辖区风险程度，灵活实施诊疗过程中的“一

人一诊一室”或诊位距离间隔措施。医务人员按

照专业岗位及操作项目不同分级执行符合要求的

防护措施，如预检分诊处强调个人防护，严格落实

流行病学史询问，把好医院第一道关口；门诊科室

根据操作项目喷溅风险程度不同采取不同的防护

级别；强调诊疗前使用 1%聚维酮碘液漱口，诊疗

中使用橡皮障隔离及全程使用强力吸引装置等。

严格落实手卫生制度，加强标准预防及针对呼吸

道飞沫传播、密切接触传播为主、存在机会性气溶

胶传播的传染病的附加预防措施，强化环境表面

清洁消毒及牙科综合治疗台的水路消毒，加强了

诊室通风换气等空气净化管理措施。正确的防护

操作是有效防控感染的最终保障。

4 督导管理

4.1 综合督导评估

在恢复诊疗服务前，医院组建了疫情防控综

合督导组，对全院各临床科室的防控情况进行了

综合评估，重点评估防控规章制度的建立、防护物

资储备、人员培训、应急演练、清洁消毒流程等是

否完善；评估恢复正常诊疗服务的准备情况。评

估中发现问题现场反馈科室改进，评估合格后由

医院主要负责人与临床科室负责人签名确认方可

恢复开诊。综合评估督导对各科室健全应急机

制，切实做好疫情防控管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4.2 专项督导检查

为促进临床各科室有效执行各项感染防控措

施，医院组建了一支专职感控监督员队伍，建立了

常规督导检查机制，负责全院感控行为专项督导，

内容包括预检分诊、防护用品的选用及正确的使

用方法、环境清洁消毒、医疗器械处理等等。专项

督导检查在恢复正常诊疗服务后成为医院感染防

控常态工作之一，督导队建立了督导台账，既有督

促，更有指导，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公示，敦促临床

医务人员持续改进。督导管理的目标在于将规范

变成习惯，将防控措施变成常规工作。

5 门诊管理新常态

5.1 物资管理

根据卫生行政管理及疾控部门发布的防控指

引［10］，口腔医院防护物资主要有医用防护口罩、一

次性隔离衣（手术衣）、防护面罩（护目镜）等。疫情

初期，防护物资极度紧张，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即时启动防护物资应急保障机制，一方面对已有的

防护物资实行统一管理调配，精确计算急诊日使用

量，按日供给，并实行每日动态监管，根据患者就诊

情况随时调整；另一方面积极向上级主管部门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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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并广泛求购；同时保证防护物资应急储备 7
日用量。随着疫情风险等级降低、医疗服务部分恢

复，物资供给管理进一步精细化，各科室根据医院

统一安排，每周上报开诊诊位数，设备科按出诊人

数和操作项目核算防护物资到科室。科室根据诊

疗项目风险在标准预防的基础上合理使用防护装

备。防护物资管理应急保障和精细化管理随着CO⁃
VID⁃19防控形势进入常态化模式，医院始终坚持以

充足、合理的防护保障医务人员健康安全。

5.2 医疗服务管理

COVID⁃19疫情期间，大量患者的口腔疾病未

得到彻底治疗，随着疫情遏制，口腔诊疗服务逐步

恢复，但因为防控需要、诊疗效率有一定程度下

降。为保障优质医疗服务质量，南方医科大学口

腔医院通过加强预约服务、强化医患沟通，着力解

决患者主诉，倡导多学科诊疗、完善日间手术管理

等方式改善医疗服务，促进患者满意度提高。医

院通过各种途径加强科普宣传和免费的问诊服

务，制作了多种形式的口腔科普宣传手册，加强健

康宣教，促进广大群众的口腔健康行为及健康

素养。

为缩短患者候诊时间，医院优化门诊流程，全

面推行预约就诊，复诊患者实行诊间预约，需要转

科的患者提供院内转诊预约，取消全部现场号源，

除急诊患者外均分时段预约，每个患者预约间隔

最少 30分钟，患者错峰就诊，有效减少患者在候诊

区的聚集，也为医护人员做好完善的诊间消毒预

留充足的时间。

5.3 充分发挥互联网医院的服务效能

为解决广大口腔患者就诊难的问题，医院积

极响应国家卫健委加强互联网诊疗咨询的号

召［11］，2020年 2月 1日起已将互联网医院的线上门

诊全部调整为免费咨询服务，安排了各专业知名

专家在线为患者进行诊疗服务，一方面为患者提

供了亟需解决病情的咨询，另一方面缓解了患者

的焦虑情绪，和谐了医患关系。互联网医院至今

共接诊关于口腔疾病诊疗的各种咨询近万人次，

为患者答疑解惑，专业指引预约就诊，进行口腔健

康评估、健康宣教指导、术后随访、心理疏导等服

务，有效促进了线下诊疗服务效果的改善提高。

5.4 人员健康监测与管理

5.4.1 严格患者排查 除按照规定程序对患者进行

预检分诊外，医院加强了陪人管理。原则上门诊谢

绝陪诊，老人、儿童等需要陪诊者限制陪人 1名，而

且对陪人也参照对患者的预检分诊措施进行管理，

要求其正确戴口罩，量体温，接受流行病学史调查。

根据广东省卫健委的要求［12］，除发热患者、有流行病

学史的患者外，需要门诊手术或有创治疗的患者术

前均进行核酸检测。医院及时与政府认可的第三方

检测机构签订了委托检测协议。

5.4.2 确认工作人员健康 口腔医院全面加强对

各种工作人员的健康监测与管理，在恢复诊疗前全

面摸查员工旅居史，员工每天通过小程序进行健康

确认，发现异常及时提醒就医或居家观察；医院开

启专用通道，员工凭工卡进出，接受体温监测，避免

带病上岗；会议尽量采用视频形式，提倡错峰用

餐。各项管理举措旨在减少员工聚集及感染机会，

提高安全性。

5.4.3 学生与培训人员分类管理 作为大学附属

口腔医院，疫情期间学生（包括研究生、实习生）及

培训人员管理也是人员健康管理的重要内容。医

院各职能部门明确分工，分类管理。研究生、实习

生由科教科一对一关注跟踪，统一执行国家及学

校返校复学相关政策要求；规培医师参照临床医

师要求，由各科室根据医院统筹的门诊开诊范围

管理；进修医生由科教科、医务科联合根据本地及

生源地疫情风险等级灵活安排。

5.4.4 规范业务往来人员的健康监测 对设备维

修、材料供应、药品运送等与医院有业务往来的各

种人员，一律实行体温监测、COVID⁃19流行病学史

调查，建立来访信息登记，所有资料可追溯，避免

出现感染源防控点的疏漏。

6 讨 论

6.1 防控管理成效

当疫情得到有效遏制时，为保障人民群众健

康需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积极行动，采取一切有

效措施，在做好防护管理的同时逐步恢复诊疗服

务。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作为广东省最大的口

腔专科医院之一，如何在恢复诊疗服务中切实做

好感染防控管理，对其他口腔医疗机构具有示范

作用。自疫情发生以来，医院从仅开放口腔急诊

到扩大急诊，从部分恢复诊疗到全面恢复医疗服

务，目前基本恢复了所有的诊疗项目，所有工作都

领先实施，带给同行有益的指导信息。2020年 4月

门诊服务量已经基本回复正常，4月 1日至 4月 30
日对 50 052人次患者进行预检分诊，排查发热、有

流行病学史患者共 37人次，没有交叉感染病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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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显示各项防控措施、管理策略有效地保障了医

疗安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6.2 防控管理经验分享

COVID⁃19是继 SARS以来，对我国公共卫生、

医疗机构院感防控、医疗救治能力的一次重大挑

战和考验。口腔专科医疗机构院感风险高，感染

防控工作压力大，在恢复正常诊疗的同时做好各

项防控工作，以下几点需要引起重视。

6.2.1 动态调控管理策略 随着对新发传染病认

识的深入，随着诊疗经验的积累，以及相关流行

病学、药学、检测技术等进展，疫情形式也不断变

化。作为医院管理人员，必须高度关注国家、省、

市政府部门发布的疫情消息和各项防控政策要

求，配合相关部门，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医院自身

建立的防控指南、工作程序、管理措施、服务标准

等应随着疫情发展、随着省市防控指挥部的政策

及时动态调整，适应新的管理要求。

6.2.2 科学研判感染风险 在新媒体盛行的信息

时代，疫情期间各方消息铺天盖地，有些真假难

辨。医院管理人员除了通过与上级行政主管部

门、疾控部门保持紧密联系，获取正确的疫情信息

外，应该结合专业特点，通过复习文献、查阅资料

等方式，科学研判疫情风险，考量防控措施，既要

保证防护到位，也要避免造成浪费，尤其在防护物

资紧缺、防护标准欠清晰的情况下，应该紧扣传染

性疾病传播链的各个环节，采取精准、有效的防控

管理措施，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6.2.3 重视强化细节管理 通过疫情防控的各项

培训、考核以及督导工作，笔者发现仅有防控知识

的理论培训远远不能实现有效防控，实际操作中

细小的防控行为比选用适当的防护用品更加重

要，例如手卫生规范的执行，隔离衣穿脱的正确程

序，口罩及防护面罩正确的摘戴方法，任何细节的

错误都可能导致防护无效，酿成不良后果。

6.3 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2019⁃nCoV存在气溶胶传播的可能，这对于具

有较多气溶胶产生的口腔门诊的防控措施、特别

是空气净化技术与管理提出了新的考验。目前尚

没有对口腔门诊环境通风系统或空气净化器的设

计指导原则和具体要求［13⁃14］，所采用的措施主要借

鉴综合医院类似区域的管理标准，气溶胶在不同

类型的口腔门诊诊室形成的污染程度也少有研究

报道，口腔门诊在落实诊位间隔要求时缺乏相关

数据支持。同时，口腔综合治疗台内部水路系统

复杂，因为回吸、生物膜等污染严重，可行的清洁

消毒指引和消毒方案效果比较也不够充分。今后

仍需要加强相关领域研究，以期为口腔医院感染

防控管理提供依据。

另外，受疫情影响，医护人员与普通民众一

样，停诊期间处于居家隔离状态、控制社交，接受

大量疫情、疾病相关的信息，恢复诊疗后又面对输

入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形成新的风险，对健康环

境和经济形势的担忧，一系列问题造成不同程度

的心理创伤。为医务人员安排心理疏导讲座或心

理咨询服务，保护全体员工心理健康，也是医疗机

构管理人员应该关注和思考的课题。

在本次防控 COVID⁃19疫情、恢复正常医疗服

务的门诊管理中，笔者进一步体会：重大疫情应急

管理需要在医院领导层高度重视之下，通过健全

管理架构，完善顶层设计，各部门统筹协调，科学

布局，动态调整形成一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应急

处置策略，既要保障疫情防控有效，也能实现医疗

服务平稳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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