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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口罩能否防住新型冠状病毒？

（第二期）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展，国内确诊病例

数字的攀升，每个人都在关心：我该如何预防？

在众多防范措施中，特别重要的一条就是“戴口罩”。据

悉，北京不少医院已经对发热患者启动筛查，向患者发放口

罩。专家建议，就医患者应佩戴口罩作为常规防护措施。

临近春节，大部分快递停运，有些药店的口罩也销售一

空。买不到口罩该如何预防？什么样的口罩能预防感染？如

何正确佩戴口罩？

一、戴口罩能预防感染吗？

常见的口罩有以下几种：普通棉布口罩、一次性口罩（如

医用外科口罩）、N95 型口罩。

一次性口罩（医用外科口罩），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呼

吸道感染，无法防霾。医用外科口罩有三层，从外到内分别

是防水层、过滤层、舒适层。舒适层是一层无纺布，佩戴时

白色的无纺布朝内，蓝色的防水层朝外，有金属片的一边朝

上，不要戴反，橡皮筋挂上双耳后捏紧金属片和鼻子贴合，

抚平两颊，使口罩和面部之间尽量不留缝隙。购买时要注意，

应当选择外包装上明确注明“医用外科口罩”字样的口罩。



N95 型口罩，能有效预防呼吸道感染，可以防霾。N95

型口罩是 NIOSH（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认证的

9 种防颗粒物口罩中的一种。“N”的意思是不适合油性的颗

粒（炒菜产生的油烟就是油性颗粒物，而人说话或咳嗽产生

的飞沫不是油性的）；“95”是指，在 NIOSH 标准规定的检

测条件下，过滤效率达到 95%。N95 不是特定的产品名称。

只要符合 N95 标准，并且通过 NIOSH 审查的产品就可以

称为“N95 型口罩”。

N95型口罩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预防由患者体液或血液

飞溅引起的飞沫传染。飞沫的大小为直径 1 至 5 微米。美国

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针对医疗机构规定，暴露

在结核病菌下的医务人员必须佩戴 N95 标准以上的口罩。

相比较医用外科口罩，N95 型口罩密闭更好。在选用 N95 型

口罩时，尽量选择不带呼吸阀的 N95 型口罩。

普通棉布口罩，它的材质可能为棉布、纱布、毛线、帆

布及绒等，由于材质本身不够致密，无法起到预防感染目的。

二、如何正确佩戴口罩？

以自我防护、降低呼吸道感染风险为目的，佩戴医用外

科口罩、N95 型口罩都可以。

如果是去一般露天公共场所、不与病人接触，可以选择

佩戴医用外科口罩，不必过度防护，但如果会接触疑似呼吸

道感染的病人，则要佩戴 N95 型口罩。



1、去医院看病、探望病人时，尤其是去医院的发热门

诊或呼吸科就诊时应该戴上口罩；

2、在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去超市、商场、影院等

人员密集的场所建议戴口罩；

3、为防止将疾病传染给他人，有发热、咳嗽、流涕等

呼吸道疾病症状时应及时戴口罩；

此外，雾霾天气在室外活动时，建议戴口罩。

特殊人群如何佩戴口罩？

孕妇佩戴防护口罩，应注意结合自身条件，选择舒适性

比较好的产品。佩戴前应向专业医师咨询，确认自己的身体

状况适合。

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身体状况各异，如心肺疾病患者佩

戴后会造成不适感，甚至会加重原有病情，这些人应寻求医

生的专业指导。

儿童处在生长发育阶段，其脸型小，建议选择正规厂家

生产的儿童防护口罩。

三、口罩多久需要更换一次？

为了防止感染，有些人可能一天到晚都戴着医用口罩，

但这样会使鼻粘膜变得脆弱，失去鼻腔的原有生理功能，降

低抵抗力。因此，在人口密度不高、较通风的场所，可以不

用佩戴口罩。

需要提醒的是，任何类型的口罩，防护的效果都是有时



效的，必须定期更换，建议每隔 2—4 小时更换一次口罩。

若口罩被污染，应第一时间更换。

医用口罩不用时折好放在自封袋保存，不建议口罩摘下

来直接塞口袋里或包里，这样容易造成医用口罩二次污染。

一定要叠好放入清洁的自封袋中，并且将接触口鼻的一面朝

里折好。

四、买不到口罩，如何预防感染？

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主要通过三种方式相互传播。

直接传播 病人喷嚏、咳嗽、说话的飞沫，乃至呼出气

体中，都带有病毒，近距离接触直接吸入可以导致感染。患

病者或者携带病毒的动物呼出气、嚎叫，同样也有病毒，会

导致感染。不过，这需要近距离接触。

气溶胶传播 病人喷嚏、咳嗽、说话时的飞沫漂浮在空

气中，大的颗粒会沉积下去，而直径小于 2.5pm 的颗粒就会

混合在空气中，形成气溶胶。被吸入后，就会感染。

接触传播 病人喷嚏、咳嗽的飞沫，虽然开始是播撒在

空气中，但最终会沉积下来，沉积在地面、桌椅、门把手等

日常用品上面，还有病人口水、痰液、唾液等分泌物，以及

沾染上各类分泌物的手触摸日常用品，也会把病毒留在上

面。

如果正常人的手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手就会被污

染，再接触自己的口腔、鼻腔、眼睛等黏膜，可引起感染，



叫直接或间接接触传播。

我们了解了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传播方式，就可以采取

以下预防措施：

1、无论是咳嗽、喷嚏、流鼻涕，一定要用纸张、手帕

遮挡。若无东西可用，可用手遮挡，不能对着别人喷嚏、咳

嗽。

2、人与人之间接触时，要保持 1 米以上的距离，尤其

是面对面谈话时。传染病流行季节应尽量避免各类聚会。

3、对疑似罹患传染性疾病的人，应及早隔离。不探视

疑似罹患传染病的病人。

4、传染病高发季节不要凑热闹，尽量避免到人群密集

的地方。

5、无论是工作场所还是居家，保持室内不断地通风换

气。

6、不要随地吐痰，如果当时实在没有可吐痰的地方，

可以先吐在纸张上，方便时再把它放到它的归宿地。

7、保持个人卫生，尤其是手。要勤洗手，避免脏手接

触口、眼、鼻。

8、多进行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增强免疫力。

9、合理作息、不熬夜、不过劳。疲劳可以使身体抵抗

力下降，因此，保持生活规律，保证充足睡眠，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是防病的好办法。



10、密切关注发热、咳嗽等症状，出现此类症状一定要

及时就近就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