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信作者: 焦力群，100053 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介入放

射科，Email: jiaoliqun@ icloud． com; 张鸿祺，100053 北京，首都医科大

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Email: xwzhanghq@ 163． com

·专家共识·

神经介入专业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专家共识( 第一版)

国家卫生健康委脑卒中防治工程专家委员会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

摘要: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在国家卫生健康委脑卒中防治工程专家委

员会的指导下，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根据卒中相关疾病和神经介入相关工作的特点，

制定了神经介入专业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背景下开展诊疗活动的防护策略与建议，旨在为全国各

级医院医师在做好患者和医务工作者防护工作的同时，坚持卒中患者，尤其是神经介入急症患者的

救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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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the nationwide public health campaign against 2019-novel
coronavirus，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Expert Committee of Stroke Prevention Project，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the Chinese Federation of Clinical Interventional Neurosciences
developed recommendations on protective strategies for Chinese neuro interventional professionals
aiming at ensuring safe practice as well as encouraging continuity of medical service provis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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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 年 12 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等多地发生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疫情以来，报告病例数字快速上升，波及地区不

断扩大，防控形势非常严峻。当前，全国上下齐心协力、众志

成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正有力、有序、有效地

开展。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坚

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众所周知，卒中是一种发病率高、致残率高、病死率高和

复发率高的常见疾病。神经介入，尤其急性卒中的神经介入

是卒中治疗的关键救治措施，可显著降低患者的病死率和残

疾率。目前，全国各级医院均建立了卒中诊疗绿色通道，卒

中急救的一线人员争分夺秒，力争缩短救治时间，为患者争

取更好的预后。但在目前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神经介入作

为一种急诊手术的手段，神经介入从业人员面临着疾病救治

和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双重压力。在疫情期间坚持卒

中患者的救治，尤其使需要神经介入急诊治疗的患者得到及

时有效的救治，同时做好患者和医务工作者，尤其卒中急救

一线人员的防护工作，是当前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作为神经介入医师

的全国学会组织，根据卒中相关疾病和神经介入相关工作的

特点，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五版 修正版) 》( 以下简称“第五版

修正版方案”) 等文件，同时参考了国内多家神经介入中心的

实际工作经验，特制定神经介入专业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背

景下开展诊疗活动的防护策略与建议，旨在为全国各级医院

的神经介入医师提供参考。

由于时间紧，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特点及疫情尚未完

全掌握，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及国家卫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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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脑卒中防治工程专家委员会也将根据疫情变化及相关规

定对本专家共识及时更新。
1 神经介入择期手术的防控策略

1. 1 门诊诊疗活动的防控建议

1. 1. 1 患者就诊流程建议: ( 1 ) 广为宣传，暂缓来院。通过

宣传部门和医务人员进行广泛宣传，告知无紧急就诊需求的

患者暂缓来院就诊，如未破裂动脉瘤、血管畸形，颈动脉、锁
骨下动脉、椎动脉、颅内动脉狭窄等疾病患者。对于随诊患

者，建议其通过电话和( 或) 网络方式与主治医师联系，获得

检查及用药等的指导性意见。( 2) 减少患者聚集，以尽量减

少医院感染的风险。( 3) 要求就诊患者及其家属佩戴口罩，

按标准筛查程序( 图 1) 有序就诊。标准筛查程序包括测体

温、详细询问接触史、地区史、不适症状等，经初步排查合格

后方可进入候诊区域。若发现发热、有流行病学史或相关症

状者，建议患者先到发热门诊进行筛查。对于来自有病例报

告地区旅行史或居住史的患者及其家属，建议其先行肺部

CT，以排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1. 1. 2 医务人员的自我防护: ( 1) 开始门诊工作前，医务人

员应接受体温检测，并做好记录，如有体温升高则暂停医疗

活动，进一步排查原因。医务人员应关注自身呼吸道症状，

如有相关症状须主动报告。( 2) 按照标准防护原则，穿工作

服，戴工作帽，戴医用外科口罩。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高发

地区，可考虑戴护目镜、医用防护口罩和穿一次性隔离衣。
( 3) 做好手卫生，严格按照《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执行。
( 4) 接触疑似患者后，医务人员应保持冷静，立即退出诊室，

患者则就地隔离，同时将防护等级提升至隔离病区的 级 别，

并立即报告相关部门。
1. 2 病区( 房) 诊疗活动的防控建议

1. 2. 1 患者住院建议: ( 1) 通知患者入院时，应详细询问其

接触史、地区史、不适症状，发现体温升高者，应按发热待查

进一步排查。( 2) 进入病区前，患者及其家属应佩戴口罩，对

其测量体温( 腋温) ，并记录。若体温≥37. 3 ℃，建议到发热

门诊筛查; 体温 ＜ 37. 3 ℃，继续排查流行病学史和临床症

状，并填表记录( 图 2) 。筛查合格方可进入病区。( 3 ) 对生

活能自理的患者，建议不设陪护; 确因病情危重需陪护的患

者，每例患者限设 1 名陪护。陪护者应相对固定并进行登

记，不建议随意调换，陪护人员也应按要求进行防护。( 4) 患

者住院期间，不建议家属来院探视，鼓励通过语音、视频等方

式在线探视。( 5) 指导患者及其家属正确选择、佩戴口罩，正

确实施咳嗽礼仪，并做好手卫生。( 6) 住院期间进行术前谈话

签字，原则上由 1 名法定监护人来院签字; 如为相对重大的决

策，确需多名家属参与，建议应在病房外相对开放的区域进

行。谈话医师和家属均佩戴外科口罩，并保持 1 m 以上距离。
1. 2. 2 患者的管理: 根据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现有的认识，

发热患者均经发热门诊或相关科室仔细排查，未发热患者来

院就诊时可能隐瞒“流行病学史 + 临床表现第一项( 呼吸道

症状) ”。因此，建 议 将 无 发 热 的 住 院 患 者 分 为 三 类，即

( 1 ) 普通患者，其肺部 CT、血常规均无异常; ( 2) 可疑患者，

其肺部 CT 或血常规中有一项符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表现，

或病情极危重来不及排查; ( 3) 疑似或确诊患者，为符合第五

版 修正版方案中疑似或确诊标准的患者。本共识中患者分

类均按此标准进行。

对以上三类患者的管理建议:

( 1) 普通患者: 可收治于普通病房，建议适当控制住院患

者的人数，减少人员密度，床间距可保持 1 m 以上距离。
( 2) 可疑患者: 建议收治于单间进行观察，同时将该类患

者集中于本病区的某一区域，该区域可称为“过渡病区”。应

密切监测体温、呼吸道症状，反复追问流行病学史 ，必要时

请院内专家组会诊，尽快明确患者是否为疑似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建议制定“疫情期间住院患者发热处理流程”( 图 3) ，

做好应对预案 。
( 3) 疑似或确诊患者: 尽早转入定点医院。专科疾病病

情不允许者，应予单间隔离，原则上限制在隔离病室内活动，

病情允许时应戴医用外科口罩。原则上避免外出检查，若因

设备条件所限必须外出检查时，需及时与后勤中心联系，计

划合理的流程和路线，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使沿途环境和人员

·801· 中国脑血管病杂志 2020 年 2 月 18 日第 17 卷 第 2 期 Chin J Cerebrovasc Dis，Feb. 18，2020，Vol. 17，No. 2

http://guide.medlive.cn/


医院 科室住院患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排查表

姓名 身份证号 性别 年龄

流行病学史

14d 内有武汉市及其周边地区，或其他有病例报告地区的旅行史或居住史 有□ 无□
14d 内曾接触来自武汉市及其周边地区，或其他有病例报告地区的发热或有呼吸道

症状的患者
有□ 无□

14d 内接触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 核酸检测阳性) 有□ 无□

有聚集性发病( 周边多人有发热等相关症状) 有□ 无□

临床表现

体温≥37． 3 ℃和( 或) 呼吸道症状( 鼻塞、流涕、咽痛等) 有□ 无□
腋下实测

体温 ℃

肺部影像学检查提示肺炎征象 有□ 无□ 未查□

发病早期外周血白细胞计数正常或减少，和( 或) 淋巴细胞计数减少 有□ 无□ 未查□

不典型表现

消化系统表现( 轻度食欲减退、恶心、呕吐、腹泻等) 有□ 无□

神经系统( 头痛等) 有□ 无□

心血管系统( 心慌、胸闷等) 有□ 无□

眼部症状( 结膜炎等) 有□ 无□

全身症状( 乏力、轻度四肢或腰背部肌肉酸痛等) 有□ 无□

患方承诺

本人承诺: 所述患者流行病学史属实，若隐瞒事实则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法》等，自愿承担法

律责任和一切后果。

患者本人或家属签名:

与患者关系:

时间: 2020 年 月 日

拟收住科室: 收治科室医师签名:

呼吸科会诊医师签名: 影像科会诊医师签名:

时间: 2020 年 月 日

图 2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期间住院患者入院时排查登记表

暴露的风险降至最低。相关检查科室医务人员需采取必要的

防护措施，检查结束后需对场所、设备以及途经区域采取必

要的消毒处置，可使用人机共处的净化器对室内空气持续消

毒，关闭集中通风系统。

对无隔离病房条件的医院，建议不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确诊患者，不对疑似或确诊患者实施急诊手术。确诊患

者应收治于隔离病房，并由隔离病房医师和神经介入医师共

同管理。

1. 2. 3 医务人员的防护: 医务人员进入病区前应接受体温

检测，并做好记录，一旦发现体温升高应暂停医疗活动，进一

步排查原因。医务人员应关注自己的呼吸道症状，如有相关

症状需主动报告。医务人员的日常防护除注意咳嗽礼仪外，

针对不同类别患者，可参考以下建议，即( 1) 对普通患者，医

务人员可采用一般防护( 工作服 + 医用外科口罩 + 手卫生) ;

( 2) 对可疑患者，医务人员应在一般防护的基础上，加戴帽

子，佩戴护目镜或防护面屏，穿布制或一次性隔离衣( 一级防

护 + 护目镜或防护面屏) ; ( 3) 对疑似或确诊患者，医务人员

可在一般防护的基础上，加戴帽子，佩戴医用防护口罩、护目

镜或防护面屏，穿医用防护服，使用一次性乳胶手套、鞋套

( 三级防护) 。

特殊情况下的防护建议: ( 1 ) 可能接触患者的血液、体

液、分泌物、排泄物、呕吐物及污染物品时，应戴清洁手套，脱

手套后洗手。( 2 ) 可能受到患者血液、体液、分泌物等喷溅

时，应戴医用防护口罩、护目镜、穿防渗隔离衣。( 3 ) 为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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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确诊患者实施可能产生气溶胶的操作( 如气管插管、无创

通气、气管切开、心肺复苏、插管前手动通气和支气管 镜 检

查等) 时，①采取空气隔离措施; ②佩戴医用防护口罩，并预

先进行密闭性能检测;③眼部防护( 如护目镜或面罩) ; ④穿

防体液渗入的长袖隔离衣，戴手套; ⑤操作尽量在通风良好

的房间内进行;⑥房间内人员限制在患者所需护理和支持的

最低数量;⑦病情允许时转入具有负压条件或专用房间进行

操作( 因可能产生大量气溶胶并悬浮于空气中) 。

手术前后交接、转入转出过程的防护建议: ( 1) 对普通患

者，往返手术室或导管室、转入转出的过程中，医务人员可采

用一般防护，均应佩戴医用外科口罩。( 2) 对可疑患者，患者

的防护措施同前，医务人员的防护为“一级防护 + 护目镜或

防护面屏”; 如需转病房、转院，建议在“过渡病区”完成 14 d

的观察后再行转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潜伏期为 1 ～ 14 d) 。

( 3) 对疑似或确诊患者，往返手术室或导管室、转入转出的过

程中，医务人员均须佩戴医用外科口罩，转运过程中的其他

要求可参照本共识“1. 2. 2”，防护级别提升至三级防护。

其他推荐意见: ( 1) 病区鼓励设立工作人员卫生间，仅供

工作人员使用; ( 2) 除经医院和( 或) 科室委派和批准的特殊

任务，医师禁止外出会诊、出差; ( 3) 在病区内应当设置应急

隔离病室，用于疑似或确诊患者的隔离与救治，并建立相关

的工作制度及流程，备有充足的应对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消

毒和防护用品; ( 4) 严控患者或其家属在医护休息区、办公室

随意走动。

2 神经介入急诊手术的防控策略

2. 1 患者就诊流程建议

2. 1. 1 对所有急诊患者就诊前的标准筛查程序: 参照本共

识“1. 1. 1”( 图 1) 。对于病情危重、不能配合的患者，应向家

属及密切接触者询问接触史、地区史，建议同时行头部和肺

部 CT 检查。对病情危重、不能行 CT 检查的患者，按可疑患

者对待，予单间观察，待病情稳定后进一步筛查; 如遇急症需

急诊手术者，则按疑似或确诊患者对待，并按相应流程处理。

2. 1. 2 标准筛查未通过患者: 建议该类患者先到发热门诊

就诊; 对于合并卒中急危重症，无法转至发热门诊者，应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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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会诊，经院级会诊排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可继续行

神经介入的常规诊治; 经院级会诊考虑为疑似患者，应按“高

度疑似或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神经介入治疗原则”

处理。
2. 1. 3 须行神经介入手术患者: 应在常规术前检查( 需有血

常规) 的基础上，进行肺部 CT 检查，结果需由感染和( 或) 呼

吸相关科室会诊，进一步排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2. 1. 4 蛛网膜下腔出血患 者 : 由 于 蛛 网 膜 下 腔 出 血 患 者

常伴发热，故应按照以上流程严格鉴别。对于无法完全排除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暂不进入导管室行血管造影检查或针

对病因的开颅或介入手术治疗，待排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

施行限期治疗。
2. 1. 5 急性缺血性卒中经绿色通道评估患者: 对该类患者

行头部 CT 检查的同时应行肺部 CT 检查。
2. 1. 6 急性缺血性卒中时间窗内患者: 对该类患者推荐静

脉溶栓治疗。如需行血管内治疗，应先由感染和( 或) 呼吸相

关科室会诊，经评估后排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2. 2 医务人员的自我防护

卒中急诊医务人员均应经过严格的感染控制管理和防

护培训，严格执行手卫生规范。应监测与患者接触的医务人

员是否发热和( 或) 出现其他症状，避免交叉感染。

卒中急诊医务人员的防护可等同于普通急诊人员，包括穿

工作服，戴工作帽、医用防护口罩、护目镜或防护面屏，穿一次性

隔离衣。发现疑似患者立即将防护级别提升为三级防护。

诊室应固定，确保诊治流程( 绿色通道路线等) 与发热患

者无任何交叉。医务人员要劳逸结合，减少或避免熬夜等体

力透支行为，适当加强身体锻炼。
3 高度疑似或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神经介入治疗

原则

高度疑似或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原则上不施

行神经介入择期手术。对于疑似或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合并脑血管急危重症患者，如在院外发病，应转运至当地

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定的定点医院进行治疗; 如已在院内就

诊，应及时隔离，固定专人处理，启动院内会诊。应充分权衡

患者的手术获益，对于重型和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 患者，原则上以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 为主。

对于确实需要行介入治疗者，应在指定的专用导管室进

行手术，具体可参照本共识“介入手术和导管室的防控”建

议。介入术后转入指定的具有负压隔离的监护室，进行单间

隔离。按国家相关规定尽快启动病原学检测流程，如排除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可按常规处理; 如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确诊患者，应考虑转运至当地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定医院进行

进一步治疗。

对于需行介入治疗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疑似或确诊患

者，原则上应由与患者无密切接触史的家属签署手术知情同

意书; 有密切接触史的患者家属可在隔离状态下，进行电话沟

通并录音作为凭证; 无家属者按常规流程上报医务处备案。

对于时间窗内的卒中患者推荐静脉溶栓治疗。
4 介入手术和导管室的防控

4. 1 物资准备

除常规手术用物资外，应配备充足的个人防护用具，包

括 N95 口罩、护目镜或防护面屏、隔离衣、防护服、鞋套或靴

套、全面型呼吸器。
4. 2 手术间或导管室的要求

原则上应在负压手术间开展疑似患者的诊疗，如无负压

手术间，则指定专用的感染导管室接诊患者。感染导管室最

好是单独的术间，如为多个术间也应尽量选择距离通道的患

者入口处最近的术间。接诊前，应关闭层流、新风系统和空

调系统，可使用人机共处的消毒柜进行空气净化。

多间导管室的区域，应设置清洁区、半污染区，工作人员

应在指定的清洁区更换隔离防护装备( 根据各医院条件自己

设置) 。

尽量减少导管室内的物品，手术不需要的物品、药品、器
械、设备等均应清出感染导管室。
4. 3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疑似患者手术处理流程

患者应在负压或感染导管室内实施手术操作。尽量减

少术间内物品，精简参加手术的人员。
4. 3. 1 医务人员的防护: 戴一次性帽子、医用防护口罩、护

目镜或面屏，穿一次性防护服，使用鞋套( 建议使用长款) ，双

层手套应罩住防护服衣袖。手术结束后，外层一次性防护

服、鞋套、帽子、口罩、手套等全部脱掉，将其放入双层一次性

医疗废物袋内，并按“七步洗手法”进行规范的流动水洗手，

持续时间为 2 min。含 75%酒精或过氧化氢的快速手部消毒

液对新型冠状病毒敏感有效，避免使用洗必泰类手消产品。
4. 3. 2 手术患者的防护: 非全身麻醉患者，给患者戴医用外

科口罩; 全身麻醉患者，术后按照规范消毒麻醉机。
4. 3. 3 手术间周围环境: 对疑似或确诊患者，在手术期间应关

闭缓冲间，手术间呈负压值( －5 Pa 以下) 状态方可实施手术。
4. 3. 4 术后医疗废物的管理: 疑似或确诊患者产生的医疗

废物特称为“涉疫情医疗废物”，应使用双层医疗废物包装袋

进行包装，喷洒消毒剂后进行密封包装，装入一次性耐压硬

质纸箱内并密封，密封后禁止打开，纸箱表面做好“涉疫情医

疗废物”标识。“涉疫情医疗废物”要做到专人管理、及时收

集、做好记录、分类存放、专车运输、定点处置。
4. 3. 5 术后器械的处理: 取下锐器，将手术器械放入双层医

疗垃圾袋，贴好标识“新型冠状病毒特殊感染”，扎好扎紧袋

口，通知供应室回收。
4. 3. 6 一次性物品及布类物品: 用双层医疗垃圾袋严密包

装，防止泄露，贴好标识“新型冠状病毒特殊感染”并单独放

置，由收取人员及时回收。
4. 3. 7 术中使用的铅衣: 铅衣的消毒原则为不建议使用含

氯消毒剂或 75% 酒精擦拭消毒，因对其有腐蚀性。如被污

染，建议使用铅衣专用消毒柜进行消毒; 无铅衣消毒柜，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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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75%酒精擦拭晾干备用，但不建议长期使用。
4. 4 术后手术间处理

4. 4. 1 空气消毒: 关闭层流和新风系统，使用过氧乙酸或过氧

化氢喷雾消毒器密闭消毒 2 h，或使用双模式过氧化氢机器人消

毒机密闭消毒 1 h，手术间至少关闭 2 h，在开启层流与通风。
4. 4. 2 物体表面消毒: 地面使用 2 000 ～ 5 000 mg /L 含氯制

剂，保持 30 min 后用清水拖地; 器械台、设备、操作台等表面，

使用 1 000 ～ 2 000mg /L 含氯制剂，保持 10 ～ 30min 后用清水

擦拭; 被患者血迹、体液等污染的物体表面，直接使用 2 000 ～
5 000 mg /L 含氯制剂处理。
4. 4. 3 转运床处理: 床垫拆卸竖起，放置于手术间内接受过氧

乙酸或过氧化氢喷雾消毒器或过氧化氢机器人消毒机喷雾消毒

处理，转运床表面按照手术间物体表面处理方法实施。
4. 4. 4 未使用的介入耗材处理: 需接受过氧乙酸或过氧化

氢喷雾消毒器或过氧化氢机器人消毒机喷雾消毒处理后，才

能移除房间或用于下一台介入手术。
4. 4. 5 负压手术间的处理: 对疑似或确诊患者实施手术后，通

知层流工程技术人员，及时更换负压手术间的高效过滤器。
4. 4. 6 负压手术间或感染导管室的再使用: 负压手术间或

感染导管室消毒处理完毕后，均须由感染管理科对物体表面

和空气采样进行检测，结果合格方能再次使用。
4. 4. 7 手术参与者: 术后，参与手术人员需上报医院，进行

规定时长的医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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