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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护理中常见的安全隐患及对策

杨素素

南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河南　南阳　473000

摘�要：结核病是一种由结核分支杆菌引发的全球性传染病，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构成了重大

威胁。因此，在结核病的护理过程中，防范安全隐患是至关重要的。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结核病护理中常见的安全

隐患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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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本文探讨了结核病护理中常见的安全隐患及

其对策。通过对相关文献和案例的梳理和分析，发现常

见的安全隐患包括患者病情的复杂性、护理人员技能不

足、管理制度不完善等。这些问题都会影响结核病的治

疗效果和护理质量。因此，本文旨在探讨结核病护理中

常见的安全隐患及其对策，以期提高结核病护理质量，

促进患者的早日康复。

1��结核病护理中的安全隐患

1.1  空气传播
结核分支杆菌主要通过空气传播传播，这种传播方

式使得医护人员特别容易受到感染。患者在咳嗽、打喷

嚏或说话时会释放大量结核分支杆菌，这些微小的颗

粒可以在空气中漂浮数小时，并造成环境污染。护理人

员需要长时间工作，不可避免地与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

接触，因此容易受到感染。为了降低感染风险，护理人

员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护自己和其他人的健康。首

先，护理人员需要佩戴口罩和手套等个人防护装备。这

些装备可以有效地减少结核分支杆菌通过空气传播的风

险。此外，护理人员还需要正确使用消毒剂和洗手液等

清洁用品，以确保患者周围的环境得到充分的消毒[1]。其

次，护理人员还需要遵守正确的操作流程和安全规程。

这包括在处理呼吸道分泌物时佩戴防护装备、及时清洁

和消毒工作环境等。最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还需要

加强对结核分支杆菌的监测和检查。这包括对患者的检

查和对护理人员的健康监测。通过及早发现和治疗感

染，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健康，并减

少疾病传播的风险。

1.2  注射药物
在注射治疗结核病药物时，医疗器械的安全卫生管

理是非常重要的。由于结核病的病原体是一种细菌，因

此一旦医疗器械未经消毒或消毒不彻底，就会造成病

菌的交叉感染或污染，从而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然

而，在某些医疗机构中，安全卫生管理方面的问题却往

往不尽如人意。医疗器械的清洗和消毒不规范，一次性

注射器和针头等物品的重复使用，以及注射环境的不洁

等等，都是常见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会影响

治疗效果，还可能引起病原体在患者之间的传播，给患

者的身体健康带来更大的威胁。为了保障医疗质量和安

全，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

强安全卫生管理。对于医疗器械的清洗和消毒，应当严

格执行规定和标准，确保医疗器械的清洁和无菌。对于

一次性注射器和针头等物品，应当坚决杜绝重复使用，

以避免交叉感染的发生[2]。同时，注射环境也应当保持清

洁和卫生，医疗器械和垃圾应当分类处理，防止病原体

污染。除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努力外，患者也应当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积极参与到医疗质量和安全的管理

中来。在接受注射治疗时，患者应当认真观察注射环境

和医疗器械的卫生情况，及时向医务人员反馈问题和意

见，以促进医疗质量的不断提升。

1.3  防护措施不到位
结核病是一种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高度传染性疾

病，护士在接触患者时需要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以减

少感染的风险。然而，如果护士在长期接触患者时不遵

守规定的防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自身的感染。这种情况

常常发生在医疗资源不足、防护措施不到位的发展中国

家。除了护士，医疗机构在防护措施方面也存在问题。

一些医疗机构为了节省成本或是因为没有意识到防护措

施的重要性，而未能提供足够的防护设备和培训，这会

增加医护人员感染的风险。例如，医疗废物的处理不规

范，医护人员未按规定接种结核病疫苗等，都可能对他

们的健康造成威胁。在结核病防控方面，除了医护人

员，普通公众也需要加强自我防护意识。在探访结核病

患者时，应该佩戴口罩，勤洗手，避免与患者共用餐饮

工具等。此外，定期接受体检和接种结核病疫苗也是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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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结核病的重要措施。

1.4  护理不当
护理不当是导致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常见的原因之

一。护理者在进行护理过程中，应该严格遵守医生的管

理，包括医嘱的正确性、是否按照规定时间服药、注

意事项等，以确保患者的治疗效果和安全。然而，如果

护理者在护理过程中存在疏忽或不当操作，就可能给患

者带来额外的风险。例如，忘记给患者服药、错误给患

者服药、给患者使用错误的药物或药物剂量、未正确监

测患者的生命体征等。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患者的治疗

效果，还可能导致患者的身体受到伤害，甚至危及患者

的生命安全。此外，护理人员在与患者接触时候需要注

意掌握沟通技巧，不得影响到患者的身体工作和身心健

康。护理人员应该尊重患者的权利，与患者进行积极、

开放、诚实的沟通，包括让患者了解他们的病情、治疗

方案、可能的风险、药物副作用等[3]。在沟通过程中，

护理人员应该注重语言的通俗易懂，避免使用过于专业

化的医学术语。为了确保护理质量和安全，医疗机构和

医务人员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管理和监督。

例如，建立完善的护理制度、加强护理人员的培训和教

育、建立良好的工作流程、加强对护理过程的监督和管

理等。同时，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还应该注重与患者的

沟通和互动，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以提升患者的治疗

依从性和满意度。

2��结核病护理中的对策

2.1  使用细菌过滤口罩
在医疗领域，细菌过滤口罩是一种重要的防护装

备，可以有效地防止空气传播的病菌，包括结核分支杆

菌。因此，医疗人员在接触结核病人时必须佩戴细菌过

滤口罩。除了防止结核分支杆菌的传播外，细菌过滤口

罩还可以在处理其他传染病患者时提供保护。例如，

口罩可以防止吸入或接触患者体液或呕吐物中所含的病

毒，从而降低医疗工作者感染的风险。特别是在需要为

患者进行吸痰行为时，佩戴细菌过滤口罩显得尤为重

要。吸痰行为过程中，医疗人员需要将吸痰器靠近患者

的口腔或鼻腔，这时患者体液或痰液中含有的病毒或细

菌很容易通过飞沫或气溶胶的形式传播到医疗人员身

上。而佩戴细菌过滤口罩可以有效地防止这种传播的发

生，保障医疗人员的职业安全[4]。需要注意的是，细菌

过滤口罩并不能完全取代其他防护用品，如手套、隔离

衣、护目镜等。在处理传染病患者时，医疗人员需要穿

戴全面的防护装备，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感染风险。

2.2  定期进行防护体检

护理人员是结核分支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之一，因

为他们需要在护理过程中与患者密切接触，这增加了他

们感染结核分支杆菌的风险。因此，护理人员需要定期

接受相关的体检，以便及时发现接触了结核病的风险情

况。结核病的体检主要包括肺部CT和皮试检查。肺部
CT可以检查出肺部是否存在异常阴影，是诊断结核病的
重要手段之一。皮试检查则是将结核分支杆菌的提取物

注入皮肤，观察皮肤的反应情况，来判断是否感染结核

分支杆菌。除了常规体检外，护理人员还需要在结核病

季节定期进行预测。预测是指对结核病危险人群进行集

中检查，以发现潜伏期的结核病患者。潜伏期的结核病

患者是指没有症状但已经感染了结核分支杆菌的人群。

预测通常采用皮试检查和干扰素刺激方法来检测潜伏期

的结核病患者。通过定期进行防护体检和预测，护理人

员可以及时发现结核病感染的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治疗

和防护措施，以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此外，护理人

员还应注意个人防护意识和技能培训，提高自我保护能

力，降低感染的风险。

2.3  执行防护措施
护理人员在护理结核病患者时，需要严格遵守所在

医疗机构的安全防护指南，并定期检查防护设施和器

材，确保使用和更换时满足安全标准。同时，对于医疗

废物的处理也需要遵循相关的规定和流程，保证不会给

自己和患者带来感染风险。在接触患者时，护理者需要

全程佩戴适当的口罩、护目镜、手套等防护设施，以防

止病原体通过呼吸道、眼睛、皮肤等途径进入人体。同

时，护士应注意个人卫生，及时清洁手部、衣物等，并

尽可能避免与患者共用餐饮工具等。此外，护理人员还

需要注意自身身体状态的监测，如出现咳嗽、发热等症

状，应及时就医并接受相应的检查和治疗[5]。医疗机构也

需要提供必要的培训和指导，帮助护理人员正确使用防

护设备和器材，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2.4  完善医废处理
医疗机构在医疗废物的处理方面需要完善处理系

统，规范丢弃易发感染病毒的废弃物和液体污染物的起

源地址，防止交叉感染和复发。同时，医废处理设施和

系统的建设也需要适应不同医院实际情况，将处理反应

器和参控污染物均可选择的方式到实地情况当中，分

级处理，注重细节和环境卫生工作。医疗废物的处理是

医疗机构重要的环保工作之一，也是防止交叉感染和复

发的重要环节。为了完善医废处理系统，医疗机构需要

加强对医疗废物的管理，建立相关的管理制度和规范流

程，明确各类医疗废物的分类、收集、运输、储存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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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方面的要求。在处理医疗废物时，医疗机构需要采

用适当的处理技术，如高压蒸气灭菌、化学消毒、安全

填埋等，并确保处理过程中不会产生二次污染。同时，

医疗机构还需要对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

等进行有效的治理，防止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除了在处理过程加强管理，医疗机构还需要注重环境卫

生工作，如在医疗废物存放场所定期消毒、清洁地面和

墙壁等，保持处理设施和周边环境的卫生[6]。此外，医疗

机构还需要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医护人员和患者的

环保意识和卫生常识。

2.5  加强医患沟通
在结核病护理中，医患关系的紧密程度对于患者的

治疗和康复至关重要。因此，加强医患沟通是非常重要

的。首先，护理人员需要掌握与患者交流的技巧，打

破陌生感。护理人员应该注重患者的感觉和需求，尊重

他们的隐私和自主权，以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环境。在

与患者交流时，护理人员应该注意使用清晰、简明的语

言，避免使用专业术语，以免增加患者的困惑和不安。

其次，护理人员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渠道。一个高

效、准确的沟通系统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病

情和治疗方法，促进医生的正确诊断和治疗方案，并帮

助护理人员快速、准确地确定患者的状态和需求[1]。例

如，护理人员可以通过面对面交谈、电话咨询或者短信

等方式与患者进行沟通。最后，护理人员需要做出相应

的安排。通过加强医患沟通，护理人员可以更好地了解

患者的需求和状况，为患者提供更贴心的护理服务。同

时，护理人员可以更好地协助医生做出正确的诊断和治

疗方案，以确保患者得到更加全面和有效的护理。

2.6  加强护理培训
为了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水平和能力，加强护理培

训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通过参加相关的培训和考试来

实现。这些培训和考试应该涵盖结核病的基本理论、卫

生防护、诊断治疗等方面的知识，让护理人员对结核病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从而更好地应对患者的需求。除了

加强专业知识的培训外，还需要提高护理人员的安全意

识和风险意识。这可以通过学习安全操作流程来实现。

护理人员需要了解和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以确保自己在

工作中尽可能地避免意外和风险。同时，护理人员还需

要及时掌握新方法和技能，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减

少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和事故风险[2]。为了确保培训的

有效性，还需要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和监督。这可以通

过定期考核和检查来实现。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应该定

期对护理人员的培训和考试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以确

保他们已经掌握了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并且能够在实际

工作中应用这些知识和技能。

结语

综上所述，结核病护理中的安全隐患主要集中在空

气传播、注射药物、防护措施不到位、护理不当等方

面，为了预防和控制结核病的传播，必须采取各种措施

提高诊断标准和筛选能力，加强护理和疫苗接种等预防

措施，以及完善医疗防护和教育等方面的管理。在护理

过程中，我们要强化安全意识，执行各项安全规定和操

作流程，加强自身的身体卫生管理，保障患者和护人员

的身心健康安全。只有把护理结核病的安全工作落实到

位，严格落实各项防护措施，才能够将病情控制在允许

的范围内，减少病例的发生和传播，根除病害，取得理

想的疗效，促进社会稳定与建设，推动国家医疗产业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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