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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结核病是一种严重的传染病，易于感染，患

者通常需要长期治疗和管理。结核科是一个专门治疗结

核病患者的科室，护理工作人员的责任就是提供安全

和高质量的护理，以保障患者的健康和康复。然而，由

于结核病的传染性以及患者接受治疗的时长等因素，结

核科护理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护理工作人员需

要认真掌握结核科护理安全隐患及防范措施，采取措施

减少潜在风险，确保患者的治疗安全，并同时提高工作

效率。本文将对结核科护理安全隐患及防范措施进行探

讨，以保障患者的安全和护理质量。

1��结核病的概述

结核病是一种由结核分枝杆菌引发的慢性传染病，

其主要影响人类，但也可以影响其他哺乳动物。根据世

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每年大约有1000万新的结核病
病例发生，其中大多数发生在亚洲和非洲地区。尽管全

球已有结核病疫苗及多种治疗方法，但结核病仍然是一

个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结核分枝杆菌主要通过空气飞

沫传播，感染者可在咳嗽、打喷嚏、说话等活动时释放

结核分枝杆菌，易被他人吸入及感染。在初始感染后，

结核分枝杆菌被免疫系统包裹并形成结核结节。如果免

疫系统无法清除结核分枝杆菌，结核病就可能发展成活

动性结核病。与许多其他传染病一样，结核病的症状可

以因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患者可能会出现疲劳、食欲

不振、低热、盗汗等非特异性症状。然而，慢性咳嗽和

咳痰是结核病最常见的症状。严重的情况下，结核病可

以损害肺部、淋巴结、骨骼、肝脾和肾脏等器官。活动

性结核病是可以治愈的，但若不及时诊断和治疗，会增

加病人的卫生费用、致残率和死亡率。结核病的治疗通

常需要长时间同时使用多种抗结核病药物。持续的治疗

可以将病情控制，并避免其复发。然而，由于抗结核病

药物治疗的时长以及副作用，包括耳鸣、恶心、呕吐和

肝功能异常等，对病人的依从性和耐受性是个挑战。此

外，结核病在某些部分的流行度高，例如监狱和贫困社

区，为控制和治疗流行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2��结核科护理的安全隐患

结核科是一个专科护理部门，主要负责对结核病的

病人进行救治和护理，然而，结核科工作人员的职业风

险性也很高，因为结核病具有较高的传染性。因此，对

于结核科护理安全隐患的发生及时的认识和防范是非常

重要的。

2.1  传染风险
结核病是一种具有高传染性的呼吸道传染病，在结

核科中接触病人，处理病人的分泌物和体液等都可能引

发传染风险。特别是在没有良好的隔离措施的情况下，

可能会出现交叉感染现象。保护医务人员的健康、防止

传染扩大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坚持做好个人防护。护士

在进行诊疗活动时应佩戴口罩、手套等个人防护用品，

避免呼吸道、皮肤和粘膜受到病原体的感染，从而减少

传染风险。

2.2  使用抗结核药物的注意事项
结核病需要长期的治疗，以达到完全治愈的目的。

抗结核药物的治疗需要密切监测患者的病情，因此护士

需要密切了解病人治疗的情况。然而，在使用抗结核

药物的时候也存在一些安全隐患。例如，抗结核药物可

能引起肝毒性反应，可能导致肝脏损伤。在监测病人治

疗过程中需要关注肝酶水平的变化情况，并对出现肝酶

升高的病人及时更换药物或暂停治疗。同时，抗结核药

物也可能会跟其他药物产生相互作用，从而影响药物疗

效。在此情况下，护士需要认真读取病人的药品清单并

询问病人是否正在使用其他药品，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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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病人行为问题
由于结核病需要长期治疗，有可能导致病人对治疗

过程不满意，出现不良行为问题，例如拒绝服药或医

嘱，无故离院等行为，导致治疗效果不佳、病情反复。

针对病人不良行为问题，护士需要耐心等待和宣传教

育、动员患者自觉配合医治、注意营造和谐温馨的护理

环境，以帮助病人尽早康复。尽管在护理过程中护士需

发挥职业道德和才能去解决相应问题，但是对于一些特

别难以处理的事情，比如暴力事件，吸毒，流浪乞讨等

个案问题时，护士可以及时向工作人员反映，寻求协助

和解决的方法，保障自身和患者的安全。

3��结核科护理的防范措施

结核科护理是一项高风险的工作，因为结核病是一

种具有高传染性的疾病，易引起交叉感染。因此，为了

降低职业暴露和病人感染的风险，采取预防措施是非常

必要的。以下是几种常见的预防措施：

3.1  做好个人防护
结核病是一种具有很高传染性的呼吸道传染病，护

理工作人员直接接触病人、处理病人的分泌物和体液等

可能引起传染风险，因此需要做好个人防护，以减少职

业健康风险、降低病人的交叉感染风险。以下是个人防

护需要注意的几点内容：（1）戴口罩。护理工作人员需
要佩戴医用外科口罩，避免呼吸道接触病原体。一般来

说，医用外科口罩可以起到阻拦细菌的作用，但其对于

病毒的阻拦作用并不明显。因此，在特定场景下，建议

佩戴防护级别更高的过滤口罩。（2）戴手套。护理工
作人员需要穿戴手套，避免手部接触病人的分泌物和体

液等，同时也防止手部露在不干净的环境中受到污染。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手套并不能代替正确的手部清洁流

程。护理工作人员使用手套时应该在使用前后和更换手

套之间进行适当的手部清洁。（3）穿戴防护服。结核
科护理工作人员，在进入隔离病房或对病人进行某些特

殊操作时需要穿戴防护服，以避免误当疾病传播途径。

（4）手卫生是预防结核病最基础、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在手卫生方面，护理工作人员应该遵守医院规章制度，

执行规范的手卫生流程。比如说在与病人接触前后，以

及进行手套更换和穿脱防护服等动作时，需要进行适当

的手部清洁工作。（5）避免病人的分泌物和体液的直
接接触。由于结核病患者的分泌物和体液易被传播病原

体，因此护理工作人员需要避免直接接触这些部位，例

如，尽量避免和病人眼部的分泌物与唾液沾染[1]。

3.2  建立完善的隔离制度
建立完善的隔离制度是结核科护理工作中必须的一

项措施，可以有效避免结核病病原体在医院内的传播。

下面是几个与隔离制度相关的方面：（1）区分不同隔离
区。在结核科病房中，可以根据患者病情、感染程度等

因素，将患者分为不同等级，进入不同的隔离区域。特

别是对于存在活动性结核病的患者，需要采用加强隔离

措施，避免其分泌物和体液与其他病人接触。在分区的

同时，需要严格控制每个区域的通行权限，负责区域保

洁，保持区域整洁干净。（2）实行空气传染隔离控制。
结核病主要通过空气传播，因此需要加强空气传播的隔

离控制。在病房和治疗区域内要为每个患者提供独立的空

气传播治疗设备和通风装置，确保室内空气清洁、消毒和

空气流通，避免结核分枝杆菌在病房内传播。（3）采取
个性化治疗方案。结核病的治疗依赖于抗结核药物，每

个患者的身体状态、病情不同，需根据患者个体情况，

进行个性化治疗。治疗期间，需要密切监测用药的副作

用，并进行个性化调整。（4）隔离期后定期复查。对于
曾经感染过结核病或接受结核病治疗的人而言，复查是

至关重要的。复查时间间隔由患者的个体情况和治疗方

案决定，通常是在治疗结束后三个月和六个月后进行复

查，并跟进患者治疗效果和健康状况，判断患者痊愈的

情况，避免病情复发[2]。

3.3  严格执行感染控制措施
为了确保病房内的安全和护理人员的健康，必须严

格执行感染控制措施。以下是几点需要注意的方面：

（1）空气传播感染控制。结核病主要通过空气传播，病
人产生的气溶胶和飞沫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在室内存留很

长时间，导致交叉感染。为了防止这种病原体的传播，

护理人员需要使用医用口罩，减少呼吸道沉积病原体的

数量。在病房和治疗区域，应该提供独立的空气传播治

疗设备和通风装置，保证室内空气清洁、消毒和空气流

通。（2）面部接触感染控制。结核病病人的唾液和其他
分泌物容易被传染，因此护理工作人员需要避免面部接触

病人的分泌物。护理人员需要佩戴手套，避免手部直接接

触患者衣物、床上用品及其他物品。在必要时，护理工作

人员也可以佩戴防护面具等个人防护用品。（3）隔离措
施。为了确保病人和工作人员的健康安全，需要建立严

格的隔离措施，将患者按照病情进行分级分区。特别是

对于存在活动性结核病的患者，需要采用加强隔离措施，

避免其分泌物和体液与其他病人接触。病房内的清洁卫生

工作也需要做好，防止病原体在室内繁殖。（4）严格按
规程操作。护理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制定

的结核病标准操作方法进行操作，在手卫生、消毒等方

面，实施规范操作。对工作人员进行相关培训，保证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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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都掌握操作规程并严格执行操作规程。（5）采取有
效消毒方法。消毒是制约和防止结核病交叉感染最重要

的环节之一，可以有效地控制细菌的繁殖。护理工作人

员应该选择适当的消毒剂和方法，对病人接触过的物品

进行彻底的清洁和消毒。切忌重复性的使用同一套工具

和器械，保证病人的物品和病床常常清洁消毒。

3.4  确保抗肉桂酸杆菌药物使用规范
肉桂酸杆菌抗生素是治疗结核病的首要药物，但是

如果药物使用不当，不仅会导致治疗失败，还可能导致

细菌对药物的抵抗力产生，使得治疗难度增加。因此，

护理工作人员需要确保抗肉桂酸杆菌药物使用规范，以

提高治疗效果。以下是一些确保抗肉桂酸杆菌药物使用

规范的具体措施：（1）实行个体化护理。每个患者的情
况都是独特的，包括身体状态、生活习惯、治疗效果等

等。因此，为了确保药品的使用规范，护理人员需要实

行个体化护理，根据每个患者的情况选择合适的药物和

剂量，避免出现过量或者滥用药品等现象。（2）建立
用药监测制度，对患者进行用药监测，记录每次用药的

时间、药品名称与剂量、疗效变化等信息，进行有效监

控。在用药过程中，应注意患者的药物副作用，如食欲

下降、恶心、呕吐、腹泻等不良反应，同时，也要密切

关注患者用药持续情况，避免用药间隙过大或停药等现

象。（3）关注病原学监测。病原学监测是对临床治疗效
果的重要评价方式之一，护理工作人员需要注重对病人

的病原学监测。参与常规抗肉桂酸杆菌治疗期间的痰液

或者血液化验，以了解细菌发展的情况，判断药物治疗

是否达到预期效应。根据病人的病变程度和治疗反应确

定合适的治疗方案。（4）加强患者宣教。给患者的宣教
要和治疗方案紧密结合，包括用药的策略、药物的剂量

和用法、药物副作用、治疗时间、以及对药物不良反应

的应对等内容，同时也要提醒患者注意生活调整和饮食

营养，并要求患者参加定期检查。这样能够增强患者的

治疗信心，促进老少所有患者积极配合治疗[3]。

3.5  增强职工健康教育
职工健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关于预防结核病

的知识、个人防护措施和病情监测等方面。增强职工健

康教育需要注意以下方面：（1）加强传染病防治法知
识。职工应该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增强预防传染病和结核

病的意识和知识水平。职工应该了解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宣

传教育活动的目的和重要意义，了解预防结核病的基本知

识和防护措施。（2）推广结核病预防知识。职工应该进
一步了解结核病的传播途径、临床症状、治疗原则和防

治措施等知识，注意结核病的预防和治疗措施。例如，

增强饮食营养、规律作息，保证锻炼等正常生活习惯。

以及，要注意寻医治疗、病情稳定等方面。（3）告知个
人防护措施。职工应该清楚个人的防护措施，例如如何

使用防护口罩、手套，按照规范操作，保持病房环境的

清洁与消毒，以及保护自己与生病的病人隔离等方面。

结束语

结核科护理患者的需求和病情特点，决定了这个科

室的护理风险和安全隐患都比较大。为了确保患者的治

疗质量和护理质量，护理工作人员需要加强结核科护理

安全隐患的防范措施。从采取正确的感染预防措施、加

强药物管理、加强职工健康教育等多角度入手，才能最

终达到保证患者安全，提高结核科护理质量的目的。护

理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感染控制措施，遏制细菌传播，

减少二次感染。此外，相应能力和知识的注重培训人

员，开展职工健康教育，将防止结核病和其他传染病的

相关知识、防护措施传递给每个员工，营造更适宜的劳

动环境，提高全体员工的健康意识和互动合作意识，共

同创造安全、舒适和放松的劳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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