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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现状1、

中小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3、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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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的传播途径

Al Huraimel K, Alhosani M, Kunhabdulla S, Stietiya MH. SARS-CoV-2 in the environment: Modes of transmission, early detection and potential role of pollutions. Sci Total Environ. 2020 Nov 20;744:140946. doi: 
10.1016/j.scitotenv.2020.140946. Epub 2020 Jul 15. PMID: 32687997; PMCID: PMC7361046.

 美国CDC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存在空气传播风险。  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
 接触病毒污染的物 品也可造成感染
 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情 况下存在经

气溶胶传播可能；
 由于在粪便、尿液中可分离到新 冠病毒，应当注意其对

环境污染可能造成接触传播或气溶胶传 播。



新冠病毒在不同环境介质中的活性

• 医院气溶胶和冷链食品外包装表面检出新冠活病毒

气溶胶

铜

硬纸板

不锈钢

塑料

污水

粪便

数据来源：Van Doremalen N, Bushmaker T, Morris D H, et al. Aerosol and surface stability of SARS-CoV-2 as compared with SARS-CoV-1[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20, 382(16): 1564-1567.
                    Fears AC, Klimstra WB, Duprex P, et al. Persistence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in Aerosol Suspensions. Emerg Infect Dis. 2020;26(9):2168-2171. 
                    

• 病毒可通过飞沫沉降等方式落于不同材质
物体表面（玻璃、塑料、不锈钢等）并长
时间存活

• 通过人类接触可能导致手-口、食物-口等
途径感染

玻璃 聚乙烯 铝



主要内容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现状1、

中小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3、

托幼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4、

高等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2、



高等
学校

开学前

返校途中

开学后

应急处置



开学前

 重视开学准备

 落实多方责任

 完善联防联控机制

 完善防控方案

 加强应急演练

 做好物资储备

 完成环境整治

 加强教育培训

学校的
准备



开学前

 落实四方责任：属地

、行业主管部门、学

校和个人

 落实第一责任人：党

委书记和校长

落实多
方责任



开学前

 行业主管部门：教育部

门与卫生健康部门

 属地街道（乡镇）、社

区（村）

 定点医疗机构、辖区疾

控机构

完善联
防联控

机制

 多方协作机制

 监测预警机制

 快速反应机制



开学前

 消毒剂、口罩、手套、非接触式温度计等

 测温设备应进行校准，保证数据可靠

 安排专人负责学校卫生设施管理、卫生保障、监督

落实等工作

 培养学校卫生管理员、志愿者、宣传员等校园防控

队伍。

做好物
资储备



开学前

 建立健全覆盖全体师生员工的健康监测制度和体系

，全面摸查、准确动态掌握在校师生员工的健康状

况尤其是新冠肺炎相关症状、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情

况以及近期行程等信息。

 根据师生员工身体健康状况、所处地域、返校报到

是否经停中高风险地区等，拟定师生返校方案，一

校一策，做到“一人一档，精准施策”。

做好信
息摸查



开学前

 报备健康状况

 推进疫苗接种

 落实返校要求

 遵守分类管理   
师生员
工的准

备



返校途中

（一）返校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全

程佩戴好口罩，注意个人卫生，做好个人防护。

（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

量保持距离。做好手卫生，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

，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进行擦拭清洁处理。

（三）如返校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咽痛、流涕、腹泻、乏力、嗅（味

）觉减退、肌肉酸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如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

工具以及机场、火车站，应主动配合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疫管理等，

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开学后

 落实主体责任

 严格日常管理

 坚持入校登记

 加强公共场所管理

 加强食堂卫生管理 

 加强宿舍管理

 加强活动管理

 加强员工管理

学校管
理要求



开学后

 教室、图书馆、

食堂、体育馆

 宿舍

 农集贸市场、零

售商店、商业街

 校医院

加强重
点场所

管理

 清洁消毒
 采用有效氯 250～5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或其他有效的
消毒剂进行喷洒或擦拭，作
用 30 min 后清水擦拭干净。

 通风换气
 每次20～30 min，每天2～3次

 垃圾

 污水



开学后



开学后

农集贸
市场和
商业街



开学后

 空调
 分体式空调

 全空气式空调

 风机盘管式空调

 供水设施

 排水设施

 医疗废物暂存间

 实验室

 公共卫生间

加强重点
设备设施

管理



开学后

快递

加强重点
物品管理

冷链食品

 购买环节

 配送环节

 购买环节

 储存环节

 加工环节



开学后

校内

师生管
理要求

校外

 减少购买境外商品

 有症状及时就医

 减少参加人员聚集性活动

 做好个人防护，加强手卫生

 减少前往人员密集型场所

 减少聚会、聚餐

 加强个人防护，做好手卫生

 接触有风险的人或物及时报告

 学生校外兼职或走读



开学后

校内

后勤服
务人员

校外

 有症状及时就医

 减少参加人员聚集性活动

 做好个人防护，加强手卫生

 加强宿舍的卫生管理，避免与学生混住

 减少前往人员密集型场所

 减少聚会、聚餐

 加强个人防护，做好手卫生

 接触有风险的人或物及时报告



疫情处置
 （一）关注疫情变化。一旦学校所在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等级发生变化，应严格执行当地疫情防

控有关要求。所在区域发生本土疫情，要严格实施师生员工体温检测、因病缺课（勤）病因追查与

登记等防控措施。

 （二）遵守处置流程。师生员工如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应当及时向学校并就医。校园出现病例

或密切接触者，在属地卫生健康部门和疾控机构指导下，视情采取班级停课、封闭管理、全员核酸

检测等处置措施，配合做好人员与环境的采样和终末消毒工作。

 （三）启动应急机制。如师生员工中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病例或密切接触者

，学校应当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向辖区疾控机构报告，并配合做好流行病学调查、密

切接触者等重点人员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和消毒等工作。

 （四）查验健康证明。学校对隔离的师生员工，要做到排查、管控、督导、宣教、关爱“五个到位

”。隔离结束的师生员工返校时要查验由当地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开具的相关证明，并对其提供必

要的康复期指导与心理疏导。



主要内容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现状1、

中小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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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
学校

开学准备

开学后

应急处置



开学准备

 提前筹划，做好开学准备

 责任到人，确保工作落实

 机制有效，保障防控效果

 完善预案，加强应急演练

 明确要求，确保顺利开学

 加强宣传，做好健康教育
   

组织
要求



开学准备

 合理筹划，做好防疫物资储备

 应接尽接，做好疫苗接种

 整治环境，保障学习生活安全

 配备人员，确保防疫工作落实到位
保障
要求



开学后

入校排查登记
 落实网格化管理要求，动态精准掌握师生员工及其共同生活居

住人员开学前连续14天的健康状况、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等。

加强校园管理
 全面把控所有进出校园通道，实行校园相对封闭管理，做到专

人负责、区域划分合理、人员登记排查记录齐全。师生员工进

校门需佩戴口罩,进行核验身份并检测体温。来访人员还需扫验

健康码、行程卡，并进行登记，校外无关人员一律不准进校。

重点环
节管控



开学后

 落实主体责任

 做好健康管理

 巡查重点区域

 加强活动管理

 做好手卫生

 保障食品安全

 加强寄宿管理

入校后
管控



应急处置

 （一）关注疫情变化。关注所在区域疫情形势变化，一旦发生本土疫情要立即激活疫情防

控应急指挥体系，严格实施师生员工体温检测、晨午检和因病缺课（勤）病因追查与登记

等防控措施。校园出现病例后，学校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视情采取班级停课、全校停课并

实施学校封闭管理、全员核酸检测等处置措施。

 （二）遵守处置流程。师生员工在家中或在校期间如出现症状，应当立即就医。学生在家

发病就医，家长应当及时报告班主任，教职员工在家发病就医应及时告知学校，学校做好

就医结果追踪登记工作。如在校内发病，学校医务人员第一时间采取隔离措施，严格按照

“点对点”协作机制有关规定及时去定点医院就医，做好就医结果追踪和登记。未设置卫

生室的学校，应当就近联系社区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处置并做好登记。



应急处置

 （三）启动应急机制。如师生员工及共同生活居住人员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

者、疑似病例或密切接触者，学校应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向辖区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报告，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密切接触者等人员排查和终末消毒等工作。安排专人负责

与接受隔离管理的师生员工进行联系，掌握其健康状况；对共同生活、学习的其他一般接

触者要及时进行风险告知，提醒其主动做好个人防护，配合落实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措

施，如出现发热、干咳、咽痛、流涕、腹泻、乏力、嗅（味）觉减退、肌肉酸痛等症状时

要及时报告、就医。

 （四）查验复课证明。学校应配合做好接受隔离管理的师生员工的心理安抚和学业辅导、

隐私信息保护工作，加强心理健康教育，防范心理危机事件发生。师生员工病愈后返校需

提供由当地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开具的相关证明。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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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幼
机构

开园准备

开园后

应急处置



开园准备

 重视开园准备

 落实多方责任

 坚持联防联控

 加强应急演练

 做好物资储备

 加强环境消杀

 保障饮食饮水安全
   

托幼机
构的准

备



开园准备

 报备健康状况

  保持社交距离

 做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落实返园要求

教职员
工、家
长和幼
儿的准

备



开园后

 重视入园排查

 加强园门管理

 做好监测预警

 加强场所管理

 加强活动管理

 确保幼儿膳食营养卫生

 开展健康教育

 做好疫苗接种查验补漏工作

托幼机
构管理
要求



开园后

 落实家校协同

 保持手部卫生

 积极参加锻炼

 落实个人防护

 加强近视防控

教职员
工、家
长和幼
儿管理
要求



应急处置

 （一）关注疫情变化。一旦所在区域发生本土疫情，要立即激活疫情防控应急指挥体系，

严格实施师生员工体温检测、晨午晚检和因病缺课（勤）病因追查与登记等防控措施。园

内出现病例后，视情采取班级停课、封闭管理、全员核酸检测等处置措施。

 (二)遵守处置流程。入园前和在园期间，教职员工、家长或幼儿及其密切接触人员如出现

发热、干咳、咽痛、流涕、腹泻、乏力、嗅（味）觉减退、肌肉酸痛等症状，应当立即报

告，采取居家观察、就医排查或隔离措施，教职员工应立即停止上岗，幼儿应及时通知家

长带离，严格按照“点对点”协作机制有关规定及时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就医过程要全

程做好防护，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若接触或食用过冷链食品，应主动告知食用时

间、食品种类和食材来源等信息。



应急处置

 （三）启动应急机制。教职员工、家长或幼儿及其密切接触人员中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或密切接触者，托幼机构应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在疾控机构

指导下采取相应疫情防控处置措施，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

触者的排查管理工作。对一般接触者要及时进行风险告知，提醒其主动做好个人防护，配

合落实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措施，如出现发热、干咳、咽痛、流涕、腹泻、乏力、嗅（

味）觉减退、肌肉酸痛等症状要及时报告、就医。

 （四）查验返园证明。托幼机构要安排专人与接受医学隔离的教职员工、家长或幼儿进行

联系沟通，掌握其每日健康状况。教职员工、家长或幼儿病愈后返园需提交当地具备资质

的医疗机构开具的相关证明。



防控原则

高等院校
、中小学
校和托幼

机构
五个加强



潘力军  010-50930215  13121398503  

        panlijun@nieh.chinacdc.cn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