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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科学传播专家团成
员，重庆市疾控中心消毒与媒介
生物控制所病媒控制科科长，副
主任技师，重庆市爱卫会卫生城
市创建专家委员会专家，重庆市
有害生物防制协会专家，重庆市
预防医学会消毒与媒介生物控
制专委会成员。从事疾病预防
控制及卫生应急处置工作36年，
曾参加过“非典”、霍乱、H7N9疫
情及汶川大地震等数十次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及自然灾害的应
急控制和处置工作。编著《家庭
害虫防治问答》，合著《实用传染
病防治》《地震灾区 百姓防病手
册》等著作，曾多次受到上级和
有关部门表彰。

本期特邀专家：冯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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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频繁戴口罩引起的皮肤损伤
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刘洁

提高市民防疫素质
落实公共防疫措施

长时间佩戴口罩后造成的局部皮
肤、皮下组织的压力性损伤，属于一种
医疗器械相关压力性损伤，主要在长
时间受压的部位出现，比如鼻部、面
颊、颧部或者耳郭后面。针对这个问
题首先大家要注意预防，可以选择比
较合适的口罩，比如宽边口罩局部压
力就比较小。对于口罩样式的选择，
可以选择系带式而不用耳挂式，压力
也会小一些。如果是皮肤比较敏感的
人，建议在使用前一定要阅读说明书，
看看这个口罩里有没有皮肤容易过敏
的成分。对于儿童，要由家长帮助选
择大小和形状都比较适合的口罩，减
轻对局部的压迫。

其次可以在每两到三小时后适
度变换口罩佩戴位置，减轻局部压
力。如果口罩反复使用或者持续使

用已经超过 6 小时，建议大家更换。
另外，可以在经常受压的部位提前
使用预防性敷料，而且要定期检查
皮肤，如果已经出现问题，要及时去
处理。

对于已经出现的皮肤压伤，给
大家几点处理的建议。如果是轻度
压痕一般不需要治疗，如果压痕比较
重，或者出现了局部的皮下瘀血，可
以选用一些能够改善皮肤血液循环
的外用药膏，比如多磺酸粘多糖软
膏。如果皮肤问题进一步加重，出现
了红肿和破溃，可以加用外用抗生素
软膏。也可以在已经损伤的局部，适
度使用创可贴或者医用敷料，避免创
口进一步受刺激。如果皮肤出现了
变软、发白或者起皱等皮肤浸渍情
况，主要是局部潮湿引起的，可以在

佩戴口罩前使用含有氧化
锌或者凡士林的润肤霜，
这样可以减少汗液、局
部摩擦对皮肤的刺
激 。 摘 掉 口 罩 以
后，要清洁皮肤，适
当地使用一些润肤
剂 改 善 皮 肤 状
况。如果损
伤 比较重，
出 现 严 重
的感染或
者过敏一
定要到医
院就诊，
寻求专
业人员
的帮助。

记者：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
许多群众担心被感染，因此，出现了一
些很夸张的保护措施，比如穿着充气
衣，或者是带着玩具类的防毒面具，你
作为一位长期从事疾病预防控制及卫
生应急处置的专家，怎样看这一现象？

冯绍全：普通人的个人防护不需
要那么复杂，像网上有一些很夸张的
保护措施，并不能起到很好的防护作
用。现在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普通市
民出门在外，周围环境较为安全健
康，且多在空气流通的环境中，戴好
口罩，勤洗手，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
离即可。

平时与人交往，即使在戴着口罩
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也要尽量保持1
米以上的警戒距离，避免近距离接触。

记者：目前重庆市新增和疑似患
者的数据都在下降，出院人数也增多
了，小区物业应怎样做才能保障住户
的健康安全？

冯绍全：虽然目前重庆的新冠肺
炎疫情得到有效的遏制，但是疫情还
没有结束，还存在一些潜在感染的风
险，比如说无症状感染者可能还没有
被发现、个别接触者可能还没被追踪
得彻底等，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加强
必要的防护措施。

对于小区物业来讲，第一，在没有
解除疫情前，仍然要加强小区封闭式
管理，对出入小区的居民要进行登记、
测量体温，发现异常立即报告当地社
区或疾控中心。检查并提醒居民戴好
口罩。第二，要重点做好公共场所的
预防性消毒措施。对人流较大、人群
较密集场所每天进行1～2次预防性消
毒，对小区内接触频率较高的公共物
体表面如电梯按钮、楼梯扶手等都要
增加消毒频次，可采用化学消毒剂擦
拭消毒，作用30分钟后再用清水擦拭
干净。同时，加强小区环境卫生清扫

保洁，彻底清理卫生死角，大力改善环
境卫生状况。

记者：当前，重庆不少企业已经复
工复产，对企业来说怎样才能保障办
公环境（施工场地）的安全？

冯绍全：企业要重点做好四个方
面的工作。第一，要加强对复工人员
的健康管理。全面做好复工人员的登
记，掌握其流动轨迹和健康状况。在
企业出入口设立体温监测点，对出入
员工每日进行2次体温监测（上班和下
班各1次），并监督员工佩戴口罩。同
时建立一个报告可疑症状的专项电
话，当员工出现乏力、发热、干咳等症
状时要及时报告当地防疫部门。

第二，要做好防控知识培训。通
过多种宣传和教育形式，让管理人员
和一线职工充分了解掌握新冠肺炎
的防护要点，养成戴口罩、勤洗手等
习惯，提高员工自我防护意识和自我
防护能力。

第三，要强化生产过程中的防
护。加强工作场所的通风换气，保持
环境的整洁卫生和室内空气的流通。
对工作场所和公共设施定期消毒，如
工作服、工作帽、座椅套、食堂餐具、职
工宿舍等都要定期消毒。

第四，要及时安置出现可疑症状
的员工。如发现员工出现发热、乏力、
干咳等症状，应及时进行隔离观察，同
时送就近医院就医，切实做到“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

记者：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后，
他们还需要进行隔离观察吗？对隔离
观察有哪些措施或要求？

冯绍全：根据我市关于进一步加
强新冠肺炎治愈出院患者管理的通知
要求，新冠肺炎治愈出院患者完成医
院治疗后，应到各区县指定场所实施
为期 14 天的康复集中隔离和医学观
察。解除集中隔离观察，按有关规范

执行。也就是说统一采取集中隔离观
察14天。隔离观察期间或14天隔离期
满后，若经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为阳性，
则仍需继续进行治疗。

集中隔离场所有严格的消毒要
求。同时，根据需要进行分区，分为生
活区、物质保障供应区和病区等，分区
标识要明确。应配备保证集中隔离人
员正常生活的基本设施，保证隔离人
员的饮食、饮水卫生。餐具采取专人
专用，每餐后消毒。饮食采取集中配
送、隔离间内单独就餐方式。

被隔离者须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或
外科口罩，禁止离开房间和相互探访。

记者：随着大量企业的复工复产，
人员流动增大，群众在乘坐公共交通
比如轨道交通、公交车时需要注意些
什么？

冯绍全：乘坐公共交通比如轨道
交通、公交车时，乘客应戴好口罩，上
车时要配合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测量，
上车后尽量避免触摸车内物体表面，
乘客尽量不要面对面站立，保持一定
距离。坐座位时最好一人一排，同时
打开窗户通风。下车后，先找地方洗
手，在未洗手之前，避免触摸眼、口、鼻
及面部。

记者：普通人员外出时有必要带
塑料手套吗？有哪些材质的手套可以
起到防护作用呢？

冯绍全：外出时没有必要带塑料
手套，除非戴的手套在每次接触了可
能被污染的物体表面后就扔掉，否则
戴任何手套都起不了防护效果。

从防护新冠病毒感染的角度来
讲，只有医用塑胶手套才可有效防护，
但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根本用不到，也
不可能有那么多医用塑胶手套使用一
次扔一次。相比戴手套来说，洗手更
为重要。戴任何手套以及使用消毒剂
等都不能替代流水洗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