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原指由于支气管管外受淋巴结肿大的压迫阻塞 , 引起右

肺中叶 (包括左肺舌叶)肺不张 , 肺叶缩小或并发炎症实变。

目前中叶综合征含义更为广泛 , 用于描述各种原因引起的中

叶的慢性或反复的炎症 , 包括支气管肺癌 (20%～ 40%)、 良

性肿瘤 、 其他类型的支气管狭窄 (包括支气管结石)、 外源性

压迫 、 支气管扩张 、 慢性感染等[ 1] 。右肺中叶 (包括左肺舌

叶)之所以易造成肺不张 , 与中叶特殊的解剖特点有关:叶

支气管细而长 , 易发生炎症和阻塞;右中叶支气管起点周围

有前 、 内 、 外 3 组淋巴结 , 且汇集右肺和左肺 2/3 的淋巴液 ,

因此淋巴结受累肿大的机会较多 , 肿大时可从前 、 内 、 外压

迫中叶支气管而导致本征[ 2] 。

矽肺合并中叶综合征比较少见 , 是指矽肺发生 、 发展病

理过程中出现的支气管旁淋巴结肿大 , 周围的矽肺团块挤压

造成的肺叶不张。矽肺病人多为老年人 , 慢性长期病程 (本

组4 例病人年龄 72 ～ 82 岁 , 接尘史 10 ～ 32 年 , 咳嗽 、 气短病

史 20～ 30年), 机体抵抗力下降 、 易于发生肺内感染 , 分泌物

潴留 , 导致中叶产生肺不张。

矽肺中叶综合征应及早作出诊断。 X线胸片及肺 CT等放

射学检查是诊断中叶综合征最重要的手段 , 基本可明确中叶

不张的存在。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是中叶综合征最有价值的诊

断手段之一 , 能直接窥视各段 、 叶支气管开口情况 , 多数情

况下可在镜下直接找到各种阻塞性病变 , 同时还可进行肺灌

洗 、 肺活检 , 可以协助病因学诊断。该 4例患者早期即出现咳

嗽加重 , 咳痰性状改变 , 肺部体征较前改变 , 胸正侧位片及

肺 CT均提示右肺中叶不张 , 1 例左舌叶不张 , 以上几点提示

矽肺中叶综合征诊断明确。

治疗上可依据痰细菌培养结果选择抗菌素 , 条件不允许

情况下可经验性用药 , 因患者反复感染 , 故选择使用广谱抗

菌素 , 足量 、足疗程为佳。 本组 4 例中 3 例反复发生肺内感染 ,

其中 1例死亡 , 表明矽肺中叶综合征临床治疗困难 , 预后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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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护人员职业感染及防护

郑立娟

(大连市口腔医院 , 辽宁 大连　116021)

　　口腔科临床医护人员每天与病人近距离的频繁接触 , 经
常暴露于各种感染的危险中 , 被列为易感传染性疾病的高危

职业群体。

1　口腔医护人员所能接触到的传染病

1.1　医疗操作中飞沫 、 气雾介导的传染
高速手机造成的微细气雾 (<5 μm), 可带致病的细菌及

病毒进入口 、 鼻 、 眼结膜及破损皮肤而造成感染。有研究发

现 , 被细菌污染的飞沫及气雾多分布在医生手臂表面 、 颈下 、
胸部及口罩上 , 而分布情况受操作类型 、 牙位及患者体位 、

口腔呼吸道内细菌水平 、 诊室是否使用高容量抽吸装置及空

气灭菌装置等诸多因素影响。此外 , 气雾及飞沫还可以污染

综合治疗台及周围物体表面 , 造成交叉感染。
1.2　接触传播的疾病

口腔治疗操作时 , 当手机停止转动的一瞬间 , 手机头部

的空气呈负压状态 , 导致病员口腔中的唾液 、 血液 、 微生物 、
切割碎屑吸入手机内部及水气管道 , 病原微生物在手机内部

及管道侧壁形成菌落和微生物膜并进行生长繁殖。当再次使

用手机时 , 污染物质可随水路进入患者口中造成交叉感染。
此外临床常用专科用药 , 如樟脑酚等 , 器械有车针等 , 均需

在不同患者口内反复使用 , 若消毒不彻底或未达到无菌操作 ,

也极易造成污染。上述污染 , 不仅造成患者间交叉感染 , 也

能感染医护人员。例如 , 在治疗过程中 , 医生接触患者的唾
液 、 菌斑中的致病菌均可由患者传给医护人员 , 又可通过医

护人员的手和其他途径传播给其他患者或医护人员 , 这种交

叉感染又称之为医院内感染 , 已引起人们的重视。
1.3　血液传播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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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诊治过程中 , 医务人员及患者均易被扩大针及针头

等锐器损伤 , 造成病原微生物进入血液 , 直接感染。另外 ,
拔牙创面 、 牙髓腔的出血 , 使唾液带血 , 血性唾液可能污染

器械 , 感染医护人员 , 器械消毒不彻底 , 也可感染其他患者。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报告 , 每年卫生行业的职员中

被针刺伤或经皮肤受伤有 60 ～ 80 万人。而这些刺伤所致疾病

的头号杀手就是肝炎和艾滋病。
2　根据疾病的传播途径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2.1　呼吸道传播的防护
嘱病人治疗前 , 洁牙齿 、 净口腔 , 以减少飞沫的细菌含

量。医护人员戴口罩 、 护目镜 、 穿隔离衣以减少病人的体液 、

血液 、 分泌物等污染;诊室密度 (设备 、 人员等)安排合理;
对可能造成污染的治疗环境表面及时清洁 、 消毒处理 , 每日

定时通风或进行空气净化 , 每周对环境进行 1次彻底的消毒。

2.2　接触防护
进入口腔内的所有诊疗器械 , 必须达到 “一人一用一消

毒或灭菌” 的要求。接触病人血液或者进入人体无菌组织的
各类口腔诊疗器械 , 如手术治疗器械等 , 使用前必须进行灭

菌 , 首选压力蒸气灭菌;接触病人完整黏膜的器械 , 如口镜
等 , 使用前必须达到消毒;物理测量仪器等用消毒剂擦拭表

面 , 并对消毒或灭菌的效果进行化学及生物等监测 , 以确保

消毒灭菌合格。管道系统治疗前和结束后及时冲洗管腔 , 减
少回吸污染;有条件可配备管腔防回吸装置 , 或使用防回吸

牙科手机。

2.3　血行传播的防护
采取“一致对待”的原则 ,即假定每位患者均有血源性传播

的感染性疾病 ,在诊治过程中 , 一律严格按防交叉感染原则进
行。口腔科器械多为锐器 , 禁止徒手传递和器物盖帽;一次性

使用医疗用品 ,应集中统一焚烧处理;操作时戴手套 , 既隔离血

污 ,又减少针刺破时进入体内的血量(因手套弹性擦拭作用)。
总之 , 口腔医务工作者应该提高防范意识 , 采取积极有

效措施 , 尽量把职业感染控制在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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