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转发《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关于进一步做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下医疗机构感染防控工作的

通知＞》的函

各基层民营医疗机构:

目前，院感防控成为全国疫情防控的重点关注对象，诊

所、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基层医疗机构在院感环节

上相对薄弱，存在疫情防控重大隐患。近期，沈阳市发布通

报，个别医疗机构因防控不力导致疫情扩散被吊销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希望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切不可麻痹大意，

提起高度重视，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现将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側

综合组《关于进一步做好常态化情防控下医机构感染防控工

作的通知》(联防联控机综发[2020]269 号）转发给你们，认

真贯彻执行。

附：关于进一步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医疗机构感染防

控工作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医

疗机构感染防控工作的通知

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26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领导小组、指挥部）：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医疗

机构感染防控工作，有效降低新冠病毒在医疗机构内的传播

风险，切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结合当前面临的新形

势新问题，现就医疗机构感染防控工作提出以下要求：

一、高度重视医疗机构感染防控工作

做好医疗机构感染防控工作，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保障医疗质量安全，维护人民健康

的必然要求。各地要切实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进一步树立感染防

控的底线红线思维，查找感染防控存在的短板漏洞，抓细抓

实各项感染防控举措。各地要科学遴选确定辖区内承担定点

救治、隔离观察等任务的医疗机构，切实履行防控投入的责

任，确保所需经费、物资及时到位，加强工作统筹调度，决

不能有丝毫松懈和侥幸，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各



项措施。

二、加强医疗机构内部管理

坚持“人、物同防”“医、患同防”的思路，把好医疗

机构的人员、车辆和物资“入口关”，在满足正常通行需求

的前提下，严格控制医疗机构入口开放数量。进入医疗机构

的所有人员均应当测量体温、正确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

注意咳嗽礼仪和手卫生。需要查验健康码的医疗机构，应当

加强入口处的规范管理，避免人群聚集，缩短患者及陪同人

员等候时间。对于老年人等不适用、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群

体，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应当在入口处增设无健康码绿色通道，

配备人员帮助查询健康码。对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患者，医

患双方应当做好隔离防护等，不得拒收中高风险地区患者。

加强医疗机构食堂等场所以及快递外卖、维修、物流配送等

外来人员和物品的管理，需要时开展环境检测。

三、完善预约诊疗和预检分诊

医疗机构要大力推行非急诊患者预约诊疗，实行预约挂

号、预约检查和预约治疗，合理分配就诊时间，并设置充足

的等候区域。对于老年人等不会网上预约的群体，可采取电

话预约、窗口预约、亲友代办等措施。鼓励医疗机构在预约

诊疗时，先开展网上预检分诊，减轻现场预检分诊压力；在

门急诊规范设置预检分诊点，安排有专业能力和经验的医务

人员询问症状体征和流行病学史；门诊出诊医师要加强对患



者有关新冠肺炎症状和流行病学史的问诊，落实首诊负责制。

对于发热患者和预检分诊中发现的不能排除罹患新冠肺炎

等传染病的患者，要安排专人按照指定路线引导至发热门诊

就诊。

四、优化医疗管理制度

医疗机构要将感染防控管理融入医疗管理的全流程，并

加强制度建设。原则上，门诊患者及陪同人员应当全程佩戴

口罩并做好手卫生；住院患者在病情允许时应当佩戴口罩，

外出检查、查房会诊时重点做好戴口罩、手卫生等防护措施。

医疗机构应当在急诊抢救室、手术部（室）、病区设置一定

数量的隔离区域或过渡病室，用于收治暂无核酸检测结果的

急诊患者或者隔离排查可疑的住院患者，并实行单间安置。

根据不同类别患者细化核酸检测要求和频次，住院患者、手

术患者和血液透析治疗等患者的核酸检测，应当纳入术前讨

论、会诊、查房等诊疗活动，并将检测结果等相关内容记入

病历。

五、严格患者及其陪护探视管理

医疗机构要加强病区管理，做好患者感染的监测、报告、

控制和管理。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疗机构原则上不探视、不

陪护。非定点医疗机构非必要不陪护、不探视，鼓励有条件

的非定点医疗机构实行无陪护管理，采取视频等方式进行探

视。特殊情况确需陪护的，陪护人员应当相对固定；除外出



检查等特殊情况，患者及陪护人员不得随意进出病区。陪护

人员应当做好健康状况和基本信息登记，做好个人防护和手

卫生，严格限制行进路线和活动范围。病区提供优质护理服

务，改善并保障患者营养膳食。护士增强主动服务和人文关

怀意识，关注患者的不适和诉求，及时为患者提供帮助。

六、做好环境清洁消毒

医疗机构按照《医院空气净化管理规范》要求，加强诊

疗环境的通风管理，有条件的可进行空气消毒。严格执行《医

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做好医疗器械、器具和物品等的清

洁消毒，做到一人一用一消毒；加强对诊疗环境（物体表面、

地面等）的消毒管理，对于重点部门高频率接触的物体表面

要增加消毒次数。严格患者呼吸道分泌物、排泄物、呕吐物

的处理，严格终末消毒。

七、持续开展全员感染防控培训

强化“人人都是感控实践者”的意识，落实全员感染防

控培训制度。培训对象应覆盖全体医务人员以及管理、安保、

后勤（包括外包服务）和陪护人员，培训内容针对不同岗位

特点设定，并组织培训及效果考核。通过持续培训，使医务

人员熟练掌握新冠病毒感染的防控知识与技能，具备排查新

冠肺炎的意识和能力，使所有人员掌握标准预防要求、落实

基础感染防控措施，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八、制定应急预案并开展演练

医疗机构要增强预见性和主动性，制定不同情形下的应

急预案，例如在发热门诊、普通门急诊以及其他诊疗过程中

发现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对发热患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及院

内排查，对疑似或确诊患者进行院内隔离、转运和终末消毒

等。要细化每种情形、每个环节的流程措施，具体到责任部

门和责任人，开展桌面推演和现场演练，查找漏洞短板，持

续优化应急预案，提高实战能力。

九、建立感染防控巡查整改机制

医疗机构要建立感染防控巡查整改制度，定期对各科室

各部门进行巡查，查找梳理风险隐患，建立问题台账，销项

落实整改措施。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要每季度召开办公会，

分管负责同志每月召开专题会，专门研究感染防控巡查整改

情况，及时解决问题，并将巡查结果纳入对科室及人员的评

价考核。加强感控管理部门专职人员配备，各科室指定专人

负责本科室感控工作，统一接受感控管理部门业务指导，定

期自查整改。

十、强化质量控制和监督管理

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落实行业监管责任，坚决杜绝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发挥质控中心或专业组织作用，加强

辖区内医疗机构感染防控管理的质量控制，并开展医疗机构

之间的互查机制，及时发现隐患漏洞，持续质量改进。对于



因管理不到位或者责任心问题导致的医疗机构内感染事件，

要坚决严肃查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2020 年 12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