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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集中采样点环境管理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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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我院核酸集中采集点的环境及物质配备等问题，旨在进一步优化采样点环境管理，杜绝

院内感染的发生。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2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间的我院核酸集中采集点核酸采集的数量，分析高

峰采集月份，拟增设采集窗口，通过核酸集中采集点的环境管理流程优化，进一步达到全程标准预防。结果 环
境管理优化后，医护人员和核酸采集者对核酸采集点环境的满意度均较高，分别为 98.26%、98.54%。结论 通过

严格的环境布局及消毒管理，可很好的保证核酸采样安全性及标本的无菌性，对保障疫情期间的医疗安全有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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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nvironment and material allocation of the nucleic acid centralized collection 
points in our hospital, so as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the sampling points and eliminate the 
occurrence of hospital infection.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made on the number of nucleic acids collected at 
the centralized nucleic acid collection poi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0. Analysis was made on 
the peak collection months. It was proposed to add a collection window. Through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rocess of the centralized nucleic acid collection points, the whole process of prevention was further 
achieved. Results After the optim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medical staff and nucleic acid collector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environment of nucleic acid collection sites, which were 98.26% and 98.54%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rough strict environmental layout and disinfection management, the safety of nucleic acid sampling and sterility of 
samples can be well guaranteed,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medical safety during the epidemic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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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新型冠状病毒

核酸检测阳性，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金标准[1]。

核酸检测可迅速查明感染链条，阻断传播途径，控制

疫情蔓延态势。疫情常态化防控将是未来医疗工作的

重点内容，搞好医院的安全管理非常重要和关键[2]。甚

至避免二次感染与交叉感染情况的发生。因此，本研

究对核酸采样点环境管理进行优化，探讨其有效性。

现报道如下： 
1 研究资料及方法 
1.1 研究资料 

选择 202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间的我院核酸集中

采集点核酸采集人数 11589 例，同期选择核酸采样医

务人员 115 名为研究对象。向他们发放采样工作满意

度调查表，回收率 100%。 
1.2 方法 
收集、整理我院核酸集中采集点的环境及物资配

备等问题。同时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指南，咨询相关

专家及院感科意见规划我院核酸集中采集点的区域，

具体优化措施如下： 
①根据原有场地条件，划分区域好通道，分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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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区和生活物资供应区、脱卸防护用品区、等候区、

采集区和临时隔离区。其中清洁区和生活物资供应区

设置在上风区，清洁区主要用于存放各种备用防护用

品和采集装备等，并设置工作人员穿防护用品区域，

张贴有穿防护用品流程图，并配备穿衣镜；生活物资

供应区应设置于清洁区，用于存放瓶装矿泉水、盒饭

等日常用品，供工作人员休息、喝水、吃饭等，配备

速干手消毒剂或洗手池及手卫生设施。脱卸防护用品

区一定要与其他区域具有密闭性的物理隔断，张贴有

脱卸防护用品流程图，并配备穿衣镜。同时配备外科

口罩、有效的速干手消毒剂、套有医疗废物垃圾袋的

专用垃圾桶，垃圾桶需为脚踏带盖式。 
②等候区设置人行隔离通道，保证单向流动，同

时设置前后、左右至少一米线距离、等待人群应佩戴

口罩。可根据天气条件配备降温、遮阳、遮雨等设施。

也可根据需求设置多条单向人行通道，地标箭头清晰。

督促等候人员均要佩戴好口罩，减少患者之间的交叉

感染的情况。 
③采样区应根据气候条件，配备帐篷、冷/暖风扇，

以及适量桌椅、速干手消毒剂，保证医护人员在相对

舒适环境下工作。要求核酸采集入口及出口，均为单

通道。为了方便特殊人群检测，采样点设置党员示范

岗，开辟了绿色通道，由专人引导残障人士、行动不

便的老年人及幼儿，即到即采。在采样区之后或两侧

设施缓冲区，要相对密封，以供采样人员穿脱防护装

备，甚至休息，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 
④临时隔离区用于暂时隔离在采集过程中发现的

疑似患者或高危人群。 
⑤对采样点的环境，包括物表、空气，应做到随

时消毒。从事采样的医务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按照

标准规范实施手卫生此外，安排 1-2 人作为人员预备，

担任帮忙采样区采样人员，进行物质的预备、补充等

工作。 
⑥根据疫情常态化防控相关防护指南，进行科学、

专业的工作部署，强化群众疫情防控意识，注意提醒

被采样人员进入人口密集场所自觉佩戴口罩，并按照

工作人员指示扫码进入。为了增强群众疫情防控意识、

宣传疫情防护知识，医院医务人员应认真了解当地疫

情防控政策，搜集疫情防护措施并线上汇报各自实践

成果，收集整理资料后印制疫情防控宣传页。通过院

内发放宣传页、在宣传栏张贴宣传页或循环播放宣传

视频，提醒居民不松懈疫情防护并帮助群众了解疫情

的形式以及如何做好疫情防护。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20.0 版本）进行数据分析，

对本研究中所得的计量资料（t）及计数资料（χ2）分

别进行对比，用 sx ± 、%分别检验，若 P<0.05，则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4 观察指标 
统计医护人员和核酸采集者对优化管理前后满意

度情况。 
2 结果 
2.1 医护人员对优化管理后的满意度对比 
研究结果显示，优化环境管理后医护人员的满意

度明显高于管理前（P<0.05），见表 1。 
2.2 核酸采集者对优化管理后的满意度对比 
研究结果显示，优化环境管理后核酸采集者的满

意度明显高于管理前（P<0.05），见表 2。 

表 1 医护人员对优化管理前后的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管理前 115 85 15 15 100（86.96） 

管理后 115 101 12 2 113（98.26） 

χ2 - - - - 33.880 

P - - - - 0.001 

表 2 核酸采集者对优化管理前后的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管理前 11589 4698 5880 1011 10578（91.28） 

管理后 11589 9875 1545 169 11420（98.54） 

χ2 - - - - 20.304 

P - - -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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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进一步强化疫情监测，为有

效应对可能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开展核酸检测非常

必要[3]。采样环境设置及管理作业起到关键作用。目前，

核酸检测采样点作业需建立等候区、挂号区、采样区、

缓冲区、后勤保障区，要求各个区设置达到特制标准，

才能保证医院乃至社会安全。 
医院作为多种患者密切接触的场所，无可避免会

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对环境进行优化管理会大大减

少这一现象的发生，尤其是减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

传染[4-5]。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相关政策和指南，确

保应检尽检，设置核酸检测点，结合不同人群生活、

工作需要，错时、分批进行核酸检测，加强医院感染

防控措施，保障医疗安全尤为重要[6]。2020 年 5 月初，

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从应急状态转为

常态化，社会复工复产复学不断推进。我院对住院患

者及社会“返岗、返工、返学”人群设立专门区域进

行核酸检测集中采样，并加强规范化护理管理以优化

核酸采集点环境管理，避免院内感染的发生[7]。除了要

求住院患者及其陪护必须保证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

结果阴性方可入院，以此来确保自身及其他患者的安

全。还需进一步优化核算采样环境的布局、保持环境

的清洁卫生，定时消毒[8]。严格执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和

疾控部门的专业防控要求，在其指导下，科学防控、

专业防控。结合医院实际情况，严格落实区域划分、

房间设置、医疗保障、封闭管理等各项措施。同时做

好疫情防护宣传工作，通过多种方式的宣传工作，使

群众更加主动配合防疫工作，疫情防范意识得以提升
[9]。 

综上所述，可知核酸采样管理规范化及采样环境

优化是保证医院乃至社会安全必不可少的关键一步。

本研究拟将核酸集中采集点的环境管理流程进行优

化，进一步达到全程标准预防，固化采集点工作人员

流行病学防治，强化专业工作人员及群众的防治意识

和保护意识，并探讨其有效性，为贵州省的疫情防控

与管理提供参考依据[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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