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

!"#$

"的开放科
学计划以二维码为入口#提供丰富的线上扩展
功能#包括作者对论文背景的语音介绍$该研究
的附加说明$与读者的交互问答$拓展学术圈等%

读者&扫一扫'此二维码即可获得上述增值服务%

!!

%&'

!

()*+,-,

"

.

/'001*()))2--3(*3)(,*),*))+

基金项目!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肺结核患者1居家治疗2管

理模式的研究$项目%

$(X(()))))P(X))3

&

作者单位!

()((P,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北京市结

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姜晓颖3高孟秋3杜建3聂菲菲3段鸿飞3弭凤

玲&*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姜世闻3张慧&*

北京市大兴区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张文&*北京市昌平区结核病防

治所%张治国&*北京结核病控制研究所%高志东&*北京市朝阳区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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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意见(

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居家治疗感染控制的

意见和建议

姜晓颖
!

姜世闻
!

高孟秋
!

张文
!

张治国
!

高志东
!

张弘
!

杜建

聂菲菲
!

张慧
!

段鸿飞
!

弭凤玲

!摘要" 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在没有进行抗结核药物治疗前具有传染性'住院治疗是患者及其家庭的理想选

择)4北京市朝阳区涂阳肺结核患者住院隔离治疗的影响因素研究5显示'

4-*X+W

的涂阳肺结核患者没有选择住

院治疗'对其共同居住和生活的密切接触者造成健康威胁)近年来'我国在结核感染控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开展

了一系列培训和调查研究'但是针对居家治疗的肺结核患者如何进行感染控制'目前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尚无系统

性的指南或文件)

3)(X

年受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委托资助'本课题组组织国家和地方肺结核预防控制3临床3管

理3护理等领域专家撰写4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居家治疗感染控制的意见和建议5'经过三轮会议专家咨询3一轮电子

邮件专家咨询形成此文)作者简要介绍了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居家治疗管理感染控制的要求和建

议'包括患者居家治疗的隔离3咳嗽礼仪3口罩的佩戴3外出感染控制3洗手3居所设置与通风3日常消毒等*对本建

议不足之处进行了说明'对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

结核'肺*

!

医院外治疗*

!

病例管理*

!

家庭医学*

!

感染控制*

!

卫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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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是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通过呼吸道传

播$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一例未经治愈的活动性

肺结核患者!一年能传染
()

#

(S

名健康人"

(

#

$根据

3)()

年全国第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报告

估算!我国现有
(S

岁及以上人群活动性肺结核患者

约
-))

万例"

3

#

!如果此部分患者不进行感染控制!据

此推算将会传染将近上亿人$

活动性结核病是指具有结核病相关临床症状和

体征!结核分枝杆菌病原学%病理学%影像学等检查

有活动性结核病证据"

+2P

#

$肺结核患者在没有进行

抗结核药物治疗前传染性最强$其中!涂阳肺结核

患者密切接触者易于感染和发病"

S

#

!因此本意见和

建议针对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的感染控制展开阐述$

住院隔离是控制肺结核传播的最佳选择!然而由于

医院床位紧张%患者经济条件有限等诸多原因!目前

有
4-*X+W

的涂阳肺结核患者未能实施住院隔离

治疗"

-

#

$

结核感染控制措施是防止结核分枝杆菌在医疗

卫生机构%防治工作者和患者间传播的重要措施"

4

#

$

国外研究显示!一些医务人员对结核感染控制知识

的掌握和遵从也不到位"

X2()

#

$我国由于经费不足等

原因!大多数地区还未开展规范的结核感染控制工

作"

((

#

$目前!对于结核感染控制方面的著作或文献

大多集中于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

(32(+

#

!并无针对居

家治疗&即非住院治疗'感染控制系统的指导性意见

和建议$对于选择居家治疗的患者和家庭!很有必

要制定居家治疗感染控制的指导性意见!以有效减

少结核分枝杆菌的传播$本研究课题组邀请结核病

预防控制%临床%护理等方面专家!试图从活动性肺

结核患者的行为管理%居所设置与通风%日常消毒等

方面!提出居家治疗感染控制的具体建议!以指导患

者及其密切接触者进行结核感染控制!为相关部门

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行为管理

肺结核患者及家庭成员的行为管理!是居家治

疗感染控制的重要措施$有效的肺结核患者行为管

理可以减少结核分枝杆菌对周围人群传播的风险$

一%居家治疗的隔离

传染病隔离是将处于传染期的传染病患者%可

疑患者安置在指定的地点!暂时避免其与周围人群

接触!最大限度地缩小传播范围!减少传播的机会$

家庭成员每天在同一空间活动!一旦患者咳嗽产生

带结核分枝杆菌的飞沫!极可能引起家庭成员内的

传播"

(P

#

$具体隔离措施包括/&

(

'如果条件允许!患

者应单独在一个隔离%通风良好的房间休息$不能

分开居住的要分床居住!并用布帘进行空间隔离!布

帘高度到达屋顶"

(S

#

$&

3

'年龄
"

S

岁的儿童和老年

人应避免与肺结核患者共居一室!有条件的最好不

要居住在一处居所$如与传染期患者密切接触!应

定期随访这些儿童和老年人!进行肺结核筛查$

&

+

'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患者应尽可能多在户外

活动$&

P

'肺结核患者在家庭共同区域活动时应佩

戴口罩!与密切接触者距离应保持在
38

以上$

&

S

'尽可能固定
(

名家庭成员照顾居家隔离治疗的

肺结核患者!并佩戴医用防护口罩$

二%咳嗽礼仪

咳嗽礼仪是借助遮挡物将咳嗽或打喷嚏喷射出

的呼吸道飞沫核进行物理阻断!减少呼吸道飞沫及

飞沫核播散于空气中!从而减少周围人群被感染的

风险$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

'当要咳嗽或打喷嚏

时!使用纸巾等遮掩口鼻!或弯曲手肘靠近面部!用

衣服袖管内侧遮掩住口鼻$&

3

'患者在与人讲话时

应注意保持距离在
38

以上!并尽量避免或减少在

密闭空间内进行$&

+

'咳嗽时接触过口鼻的纸巾不

可随处丢弃!应单独存放!方便时焚烧处理$&

P

'如

果手部接触呼吸道分泌物!要及时采用肥皂或洗手

液洗手$&

S

'被呼吸道分泌物污染的衣服要及时洗

涤并暴露于阳光下进行晒干!达到消毒的目的$

三%口罩的佩戴

选择合适的口罩并正确佩戴可以阻止和减少结

核分枝杆菌通过患者的口鼻扩散到空气中!降低传

播风险$

口罩通常由纱布%无纺布及其他高分子材料等

制成!材质和过滤效果各有不同!应根据需求选择合

适的口罩$口罩主要分为普通医用口罩%医用外科

口罩%医用防护口罩等$

(/

患者佩戴/具有传染性的肺结核患者!应主

动佩戴医用外科口罩!避免咳嗽%大声说话时将细菌

传染给他人$

3/

接触者佩戴/接触%照料肺结核患者的接触

者!需根据环境的危险程度选择佩戴
N,S

或更高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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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级别的医用防护口罩$

+/

正确佩戴口罩的方法/佩戴口罩时首先要做

到口罩与人体面部契合!医用外科口罩的铁丝调整

至与鼻梁紧贴!口罩的夹子和鼻子贴上!防止空气不

经口罩直接进入呼吸系统$

(

'医用外科口罩/一般由熔喷无纺布或纺黏无

纺布制成!适用于医务人员或相关人员的基本防护!

以及在有创操作过程中阻止血液%体液和飞溅物传

播的防护$佩戴方法见图
(

#

P

$

3

'医用防护口罩/常见的有
N,S

口罩!

N,S

口

罩对直径
)*+

$

8

颗粒的过滤效率达到
,SW

及以

上!且吸气阻力不超过
+P+*3[9

!适用于医务人员

和相关工作人员佩戴$对经空气传播的呼吸道传染

病的防护等级高$佩戴方法见图
S

#

,

$

图
?

!

第一步'医用外科口罩有正反面'口罩颜色深的为正面'正面朝外)金属软条位于上方
!

图
@

!

第二步'分清楚口罩正3反3上3下之

后'将两端绳子挂于耳后
!

图
A

!

第三步'用双手紧压鼻梁两侧金属条'使口罩上端紧贴鼻梁)然后向下拉伸口罩'使口罩不留褶皱

图
B

!

第四步'佩戴完成时'口罩必须覆盖至下巴'紧贴面部
!

图
C

!

佩戴医用防护口罩时'第一步'遮盖口3鼻3下巴
!

图
D

!

第二步'根据鼻

梁固定鼻夹
!

图
!

!

第三步'在头部系紧系带
!

图
E

!

第四步'捏紧鼻夹
!

图
F

!

第五步'进行气密性检测

+

'注意事项/&

(

'戴口罩前应洗手!戴口罩过程

中避免手接触到口罩内侧面!减少口罩被污染的可

能$&

3

'口罩的外层往往积聚着很多外界空气中的

灰尘%细菌等污物!平时最好多备几只口罩!以便替

换使用$棉质口罩每天可采用开水煮
3)8'1

%暴晒

等方式消毒!清洗时不要用力揉搓$&

+

'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要对戴医用防护口罩者做适合性检验!选择

合适的型号$医用防护口罩不能水洗!使用一般不

要超过
S%

!且每天不超过
X=

!在高风险条件下!如

陪同患者前往医院复诊!建议减少使用时间"

(-

#

$

&

P

'已开封未使用过的口罩建议放在原包装内保存!

已开封使用的医用防护口罩应放在透气的袋子里

&如干净的纸袋'!不应在气密口袋中储存.存放时避

免口罩内部&贴脸一侧'受到污染$

四%患者外出的感染控制措施

患者居家治疗时!应限制外出频度%采取必要的

感染控制措施!降低公众和医护人员感染的风险$

具体包括/&

(

'肺结核患者应当避免到人群密集的公

共场所活动!包括机场%车站%轮渡码头%电影院%学

校%饭店%游艺厅%商店和宾馆等$&

3

'肺结核患者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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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诊必须外出时!要缩短外出时间!外出时必须佩戴

口罩$&

+

'肺结核患者因就诊出行应避免乘坐密闭

的公共交通工具!如飞机%高铁和动车等!并减少乘

坐非密闭公共交通工具$&

P

'肺结核患者外出时!

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随地吐痰!咳嗽时不直

接面对着人群!要掩住口鼻$&

S

'肺结核患者家庭

成员陪同患者到医院复查等活动时!应佩戴医用

防护口罩$

五%洗手

手是人体活动范围最广的器官!极易受到外界

微生物污染!是传播疾病的重要媒介"

(4

#

$通过洗手

可将手上
-)W

#

,)W

的结核分枝杆菌除去!如果结

合刷洗!其清除率可达
,)W

#

,XW

!将细菌数量减

少到感染剂量以下"

(X

#

$因此!肺结核患者护理者护

理患者后或接触患者的口鼻分泌物后均需洗手$

洗手时涂抹足够的肥皂或洗手液尽量使用流动

水!将手指向下!双手下垂!让水顺手指冲下$手的

各个部位&指尖%指缝%拇指%指关节%手腕等'要充分

搓洗
+)0

!每次洗手后最好采用擦手巾&纸'擦干双

手$具体操作步骤详见)七步洗手法*

"

(,

#

$

居所设置与通风

一%居所设置

患者居所应按照)防止居室内交叉感染!防止污

染环境和病原微生物传播扩散*的要求进行区域划

分$主要体现在隔离%通风和消毒$具体为/&

(

'如

果条件允许!最好让肺结核患者独居一处$做不到

独居一处的要单住一间$没条件单住一间的应分床

睡!两床尽可能远离!距离不少于
(*(8

"

(P

#

$&

3

'患

者居住的卧室和患者活动区域均应设在下风向!尽

量选择日照充足%通风良好的房间$&

+

'住宅应有较

好的通风条件!如果自然通风条件不好!可安装排气

扇等机械通风设施$&

P

'患者生活物品单独摆放%单

独使用$衣物%床上用品定期更换%清洗%晾晒!被

褥%睡枕应经常在阳光下暴晒$室内减少杂物堆放!

房间采取湿式打扫!避免尘土飞扬$&

S

'使用带盖的

垃圾桶和双层垃圾袋!废弃的污染物放入带盖的垃

圾桶内!丢弃时封好袋口!防止感染性废物对环境的

污染$

二%居所通风

通风是简便%经济%有效的感染控制措施!可减

少空气中飞沫核的浓度"

3)

#

!降低居所内人群暴露

风险$

(/

自然通风/天气允许的条件下!肺结核患者

居住的房间需尽可能进行充足的自然通风$通过开

窗的方式实现空气流动达到稀释结核分枝杆菌和进

行空气交换的作用!从而降低结核污染物的浓度$

自然通风在条件允许下应持续进行!气候不允许时

可以每天通风
()

#

(S

次!每次
()8'1

以上$

3/

机械通风/如不具备自然通风条件!可采取

机械通风方式!如家中安装电风扇或排风扇等达到

换气的效果$风向由清洁的房间向污染的房间流

动!最终将空气排到室外$

+/

高效空气过滤器&

O7[V

'/有条件的居所可

以安装通风系统的过滤装置!把室内的空气通过通

风管道排到室外$可以在不同房间同时使用!并可

调整气流!但不能带来外界空气$

日常消毒

家中有传染性肺结核患者或治疗早期的肺结核

患者时!日常生活中应采取必要的消毒措施!切断传

播途径!预防肺结核在家庭中的传播$

一%物理消毒法

(/

煮沸消毒/煮沸或高压蒸汽消毒是最有效的

措施之一!

-)f

消毒
+)8'1

%

4)f

消毒
()8'1

%

X)f

消毒
S8'1

%

,)f

消毒
(8'1

可将结核分枝杆

菌杀死$

3/

紫外线消毒/结核分枝杆菌对紫外线敏感!直

射太阳光下
3

#

4=

即可死亡$患者用过的物品在

强阳光下直晒
(3=

基本可达到消毒目的$紫外线

灯可有效杀灭结核分枝杆菌!但由于穿透力弱!常用

于空气和物体表面消毒$

二%化学消毒法

结核分枝杆菌直接接触
4)W

#

4SW

乙醇
S

#

+)8'1

即可因菌体细胞蛋白质变性凝固而被杀死!

可用于皮肤消毒$

SW

苯酚与痰液等量混合!

3P=

才

能杀死结核分枝杆菌$

SW

#

()W

煤酚皂或
SW

甲

醛等量混入痰标本!

(3=

可杀灭结核分枝杆菌$

3)))8

E

(

\

的含氯或含溴消毒剂!

+)8'1

可杀灭痰

液中的结核分枝杆菌$

(/

痰液消毒/禁止随地吐痰!痰最好吐在带盖

的配置好消毒液的玻璃杯内$应急情况下应将痰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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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纸上!连同擦拭口鼻分泌物的纸张烧掉!不可随处

乱扔$

(

'患者用痰杯/需用带盖的器皿!非一次性痰杯

内置
3)))8

E

(

\

有效溴或有效氯的消毒液!根据痰

量及时倒弃!清洗干净后重新加入消毒液后使用$

一次性痰杯用后焚烧$

3

'家庭用痰盂/需带盖$消毒方法同患者用非

一次性痰杯$

3/

餐具消毒/患者的餐具需专人专用!用后清

洗干净!晾干!单独放置$患者餐具可按下列程序进

行消毒/&

(

'煮沸
(S

#

3)8'1

!剩余食物煮沸
(S

#

3)8'1

后方可弃倒$&

3

'清洗去污$&

+

'煮沸
+)8'1

或流通蒸汽消毒
+)8'1

或用
()))8

E

(

\

有效氯消

毒液浸泡
+)8'1

!消毒后用清水冲洗!晾干保存

备用$

消毒后的餐具用自来水冲洗!去除残留消毒剂

后!存放在清洁密封的容器内$一次性餐具用后统

一收集进行无害化处理$

+/

物品消毒/物品消毒是用物理或化学方法消

灭停留在不同物体上的病原体!藉以切断传播途径!

阻止和控制传染发生$

(

'煮沸消毒法/耐煮物品&患者的衣物%被褥%毛

巾%口罩等'及一般金属器械均采用本法!

())f(

#

38'1

即完成消毒$

3

'化学消毒剂消毒/家具%陈设品%墙壁和地面

可用
()))8

E

(

\

的含氯或含溴消毒溶液擦拭消毒$

门把手%水龙头%门窗%洗手池%卫生间%便池%拖把等

容易受到污染的物体表面!每天用含氯消毒液消毒!

再用洁净水擦拭干净$

+

'日晒紫外线消毒/患者衣服%书籍等不能煮沸

消毒的物品可以采取经常在日光下暴晒的方法通过

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进行消毒!一般每次直接日光

暴晒
-=

并注意翻转才能达到消毒效果$

P/

居室消毒/患者居住的房间!可以安装紫外

线消毒灯或空气消毒器进行消毒!需要在专业人员

指导下实施$

(

'紫外线消毒/&

(

'直接照射法/将紫外线灯悬

挂于室内屋顶或使用移动式紫外线灯进行照射$这

种方法简单%方便!对空间要求不高$采用悬吊式紫

外线消毒时!灯管距地面不应超过
38

!平均照射能

量不少于
(*SG

(

8

+

!照射时间不少于
+)8'1

$

&

3

'间接照射法/将上照式紫外线消毒灯设备安装到

墙壁上较高的位置!紫外线向上照射!微生物被杀

灭!经过杀菌净化的气体再循环到房间底部$此种

方法要求室内房间有足够的高度!层高在
3*-8

以

上$可以在室内有人时进行消毒$

3

'空气消毒器消毒/空气消毒器是将室内空气

循环进入设备内部的消毒反应区!对污染物进行治

理或杀灭的消毒方式$消毒器每小时的循环风量必

须超过消毒室内容积的
X

倍!且建议在关闭门窗的

条件下使用$因采用低臭氧紫外线灯制备!消毒环

境中臭氧浓度低于
)*38

E

(

8

+

!对人体安全!所以可

在有人的房间内进行消毒$

+

'空气化学消毒/可采用弱酸性次氯酸消毒剂

进行空气消毒$采用专用的气溶胶雾化器!按

)*))S\

(

8

+的用量向空中均匀喷雾$在居家使用

时!也可直接加在超声波加湿器中!对室内空气进行

随时消毒$使用时应根据加湿器的雾化量!以

)*))S\

(

8

+的用量为宜"

3(

#

$

除了做到以上居家治疗结核感染控制的同时!

患者家庭也要注意家庭成员间的关爱!杜绝歧视!帮

助其建立战胜肺结核的信心.遵医嘱按时服药!确保

患者早日康复!也能减少肺结核的传播$

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3)),

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世界卫生组织关

于在医疗卫生机构%人口聚集场所和家庭的结核感

染控制政策-

"

33

#

!为各国开展结核感染控制工作提

供了政策参考!但对于家庭治疗的结核感染控制篇

幅非常有限$我国结核感染控制工作起步较晚"

3+

#

!

大多数地区还未开展规范的结核感染控制工作"

3P

#

$

目前已制定,中国结核感染预防控制手册-

"

3S

#

%,中

国结核感染控制标准操作程序-

"

(P

#

!是结核感染控

制工作的主要依据$鉴于目前国内外并无成文可供

参考的肺结核患者居家管理感染控制方面的书籍或

文献!本研究参照了以上文件对医疗机构等场所的

要求!以及,消毒技术规范&

3))3

年版'-

"

3-

#

%,经空

气传播疾病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规范-

"

34

#等关于感

染控制的书籍%文件和文献!结合肺结核预防控制工

作的经验!提出了居家治疗管理患者感染控制的要

求和建议$

活动性肺结核患者感染控制建议可帮助居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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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患者和家庭进行感染控制!降低肺结核传播率$

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以下困难/很多人认为肺结

核不那么具有传染性"

3X

#

!因此对居家感染控制意识

不足!实施困难.部分人群在短时间内不易养成正确

的咳嗽礼仪和卫生习惯!不利于肺结核的传播控制.

对于已有居所的患者!很难根据结核感染控制的要

求单独居住或改变房屋的格局!只能尽量保持通风.

普通患者家庭几乎无法用专业的设备和公式进行通

风量测量和计算!有时并非能真正达到有效的通风$

由于篇幅限制!本研究只陈述了与活动性肺结

核患者密切相关和最为关心的部分!没有将所有内

容都一一全部罗列出来!例如耐药肺结核患者需要

特别注意的事项%涂阳肺结核患者周围人群的行为

管理等$对于现有书籍和文献较为易得的知识也进

行了忽略!包括七步洗手法和物品消毒注意事项等$

而这些也是肺结核患者感染控制比较重要的内容!

希望以后能够单独撰文陈述$

鉴于医疗卫生机构和结核病防治工作者结核感

染控制现状!我国已认识到加强结核感染控制工作

的重要性!于
3)(X

年成立了中国防痨协会结核病感

染控制专业分会!相信日后定会加大对结核感染控

制工作的投入!推动开展相关研究!为结核感染控制

政策的制定提供技术支持!减少结核病的传播!降低

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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