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卫生防控材料之六： 

 

沈阳化工大学 

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消毒方案 

 

一、指导思想 

根据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的病原体特点和流行病学特点， 

防控消毒工作应遵循切断途径、预防为主，公共场所日常消

毒和重点区域特殊处理相结合。 

1. 新冠病毒特点 

新冠病毒在体外很脆弱，对紫外线和热敏感，56°30 分

钟、乙醚、75%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和氯仿等脂溶

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氯已定不能有效灭活病毒。 

2. 新冠病毒流行病学特点 

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已被纳入乙类传染病，现采取甲类

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其传播途径为经呼吸道飞沫传播、接

触传播（包括手污染导致的自我接种），人群普遍易感。 

二、防护用品配备 

1. 工作服 

2. 一次性工作服 

3. 一次性外科口罩 

4. 医用防护口罩 

5. 防护服 

6. 护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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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次性乳胶手套/橡胶手套 

8. 一次性鞋套 

9. 防水靴套 

10. 肥皂/手消毒剂（速干手消毒剂或含氯、酒精、过氧

化氢等手消毒剂） 

11. 紫外线灯 

12. 1000mg/ L 的含氯消毒剂或 500mg/ L 消毒剂的二氧

化氯 

三、业务培训 

校医院负责对消毒组的成员进行日常消毒和重点消毒

的业务培训，包括消毒前洗手法、消毒着装、消毒 期 间 注

意事项、消毒后洗手以及佩戴口罩的注意事项和事后处理要

求。 

1. 消毒前必须流动水洗手，最好配备非手触式水龙头和

一次性擦手纸。洗手时间至少 15 秒。若需接触疑似或确诊

患者的物品，洗手后还需使用手消毒剂进行手消毒。 

正确的洗手方法是手心、手背、手指、指缝、指尖、手

腕都要相互揉搓、都要洗到。 

2. 消毒操作前必须视消毒场所穿着工作服。日常消毒期

间着工作服、一次性医用口罩、一次性手套、一次性工作帽

即可。医用口罩佩戴时要用洗净的双手指尖放在鼻夹上，从

中间位置开始用手指向内按压，并逐步向两侧移动，根据鼻

梁形状塑造鼻夹，注意检查口罩两侧不要漏气。 

3. 穿防护用品顺序为手卫生→戴口罩→戴帽子→带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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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镜→戴手套→穿防护服→穿鞋套； 

    脱防护用品顺序为摘手套→手卫生→脱防护服和鞋套

→手卫生→摘目镜→手卫生→摘帽子→摘口罩→手卫生→

更换个人衣物 

4. 使用后的口罩、帽子、鞋套等一次性物品应统一放置

在密闭器具内，按照医用垃圾处置要求统一处理。 

四、消毒场所以及消毒措施 

消毒措施包括空气消毒、环境物体表面和地面消毒，视

消毒场所不同，消毒方法包括开窗通风、紫外线消毒、消毒

剂喷洒消毒和消毒剂擦拭消毒。 

1. 开窗通风：房间每日开窗通风 2 次，每次 30 分钟；

或用空气消毒每天消毒 4 次，每次 2 小时。 

2. 紫外线灯消毒：隔离病房或隔离室无人时，每日紫 

外线灯照射一次，每次 1 小时以上。 

3. 有人群流动的公共场所，每日视情况用含氯消毒剂喷

洒消毒一次至二次，或地面保洁时用清水加消毒剂进行擦地。 

4. 公共场所的门把手、电梯按钮、楼梯扶手等日常接触

较多的物体表面，可用含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擦拭，作用 30

分钟后再用清水擦拭干净。 

5. 地面消毒先由外向内喷洒一次，喷药量为 100ml/m2  

～300 ml/m2，待室内消毒完毕后，再由内向外重复喷洒一次。

消毒作用时间应不少于 30 分钟。 

6. 普通房间改为隔离病房时，中央空调要停止使用，避

免病毒通过排风系统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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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工作要求 

1. 业务培训的着装防护需现场演示无误后方可上岗。 

2. 每次消毒工作均需书面记录，包括时间、地点、人员、

消毒方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