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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

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山东省立医院、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社、广东省人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友谊医院、南京鼓楼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医院、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甘肃省人民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

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六亿、巩玉秀、张流波、付强、胡国庆、李卫光、魏华、侯铁英、邓明卓、姜亦虹、

杨雪松、索继江、杨芸、刘卫平、程苏华、张波、曹彬、高凤莉、高燕、王广发、卢联合、袁晓宁、宗志勇、张宇、

张俭、周彬、赵冰、姚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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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空气传播疾病医院感染预防

与控制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经空气传播疾病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的基本要求，患者识别要求，患者转运要求，患

者安置要求，培训与健康教育，清洁、消毒与灭菌，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经空气传播疾病预防与控制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ＷＳ３１０．１　医院消毒供应中心　第１部分：管理规范

ＷＳ３１０．２　医院消毒供应中心　第２部分：清洗消毒及灭菌技术操作规范

ＷＳ３１０．３　医院消毒供应中心　第３部分：清洗消毒及灭菌效果监测标准

ＷＳ／Ｔ３１１　医院隔离技术规范

ＷＳ／Ｔ３１３　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

ＷＳ／Ｔ３６７　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

ＷＳ／Ｔ３６８　医院空气净化管理规范

ＷＳ／Ｔ４４２　临床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南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经空气传播疾病　犪犻狉犫狅狉狀犲狋狉犪狀狊犿犻狊狊犻狅狀犱犻狊犲犪狊犲狊

由悬浮于空气中、能在空气中远距离传播（＞１ｍ），并长时间保持感染性的飞沫核传播的一类疾

病。包括专性经空气传播疾病（如：开放性肺结核）和优先经空气传播疾病（如：麻疹和水痘）。

３．２

负压病区（房）　狀犲犵犪狋犻狏犲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狑犪狉犱（狉狅狅犿）

通过特殊通风装置，使病区（房）的空气由清洁区向污染区流动，使病区（房）内的压力低于室外压

力。负压病区（房）排出的空气需经处理，确保对环境无害。病室与外界压差宜为－３０Ｐａ，缓冲间与外

界压差宜为－１５Ｐａ。

３．３

产生气溶胶的操作　犪犲狉狅狊狅犾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狀犵狆狉狅犮犲犱狌狉犲狊

能产生气溶胶的操作，例如气管插管及相关操作、心肺复苏、支气管镜检、吸痰、咽拭子采样、尸检以

及采用高速设备（如钻、锯、离心等）的操作等。

１

犠犛／犜５１１—２０１６

华东公共卫生 
www.ecphf.cn



３．４

呼吸道卫生　狉犲狊狆犻狉犪狋狅狉狔犺狔犵犻犲狀犲

呼吸道感染患者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在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盖住口鼻、接触呼吸道分泌物后实施

手卫生，并与其他人保持１ｍ以上距离的一组措施。

４　管理要求

４．１　应根据国家有关法规，结合本医疗机构的实际情况，制定经空气传播疾病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的

制度和流程，建筑布局合理、区域划分明确、标识清楚，并定期检查与督导，发现问题及时改进。

４．２　应遵循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原则，按照《医疗机构传染病预检分诊管理办法》的要求，

落实门诊、急诊就诊患者的预检分诊和首诊负责制。

４．３　应执行疑似和确诊呼吸道传染病患者的安置和转运的管理要求，呼吸道传染病及新发或不明原因

传染病流行期间，应制定并落实特定的预检分诊制度。

４．４　应遵循 ＷＳ／Ｔ３１１的要求，做好疑似或确诊呼吸道传染病患者的隔离工作；应遵循 ＷＳ／Ｔ３６７的

要求，做好接诊和收治疑似或确诊呼吸道传染病区域的消毒工作。

４．５　工作人员应掌握经空气传播疾病医院感染的防控知识，遵循标准预防，遇有经空气传播疾病疑似

或确诊患者时，应遵守经空气传播疾病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的规章制度与流程，做好个人防护。

４．６　应为工作人员提供符合要求的防护用品。

５　患者识别要求

５．１　应制定明确的经空气传播疾病预检分诊制度与流程并落实。

５．２　预检分诊应重点询问患者有无发热、呼吸道感染症状、流行病学史等情况，必要时应对疑似患者测

量体温。对疑似经空气传播疾病患者发放医用外科口罩，并指导患者正确佩戴，指导患者适时正确实施

手卫生。

５．３　工作人员应正确引导疑似经空气传播疾病患者到指定的感染疾病科门诊就诊。

６　患者转运要求

６．１　患者转运包括从就诊地到临时安置地，从临时安置地到集中安置地。应制定经空气传播疾病患者

院内转运与院外转运的制度与流程。

６．２　疑似或确诊呼吸道传染病患者和不明原因肺炎的患者应及时转运至有条件收治的定点医疗机构

救治。

６．３　转运时，工作人员应做好经空气传播疾病的个人防护，转运中避免进行产生气溶胶的操作。

６．４　疑似或确诊经空气传播疾病患者在转运途中，病情容许时应戴医用外科口罩。

６．５　转运过程中若使用转运车辆，应通风良好，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可采用负压转运车。转运完成后，应

及时对转运车辆进行终末消毒，终末消毒应遵循 ＷＳ／Ｔ３６７的要求。

６．６　患者确定转运时，应告知接诊医疗机构或医疗机构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７　患者安置要求

７．１　临时安置地应确保相对独立，通风良好或安装了带有空气净化消毒装置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有

手卫生设施，并符合 ＷＳ／Ｔ３１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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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集中安置地应相对独立，布局合理，分为清洁区、潜在污染区和污染区，三区之间应设置缓冲间，缓

冲间两侧的门不应同时开启，无逆流，不交叉。病室内应设置卫生间。

７．３　疑似或确诊经空气传播疾病患者宜安置在负压病区（房）中。应制定探视制度，并限制探视人数和

时间。

７．４　疑似患者应单人间安置，确诊的同种病原体感染的患者可安置于同一病室，床间距不小于１．２ｍ。

７．５　患者在病情容许时宜戴医用外科口罩，其活动宜限制在隔离病室内。

７．６　无条件收治呼吸道传染病患者的医疗机构，对暂不能转出的患者，应安置在通风良好的临时留观

病室或空气隔离病室。

７．７　经空气传播疾病患者在医疗机构中的诊疗应遵循医疗机构相关规定。

８　培训与健康教育

８．１　医疗机构应定期开展经空气传播疾病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知识的培训，内容可包括常见经空气传

播疾病的种类、传播方式与隔离预防措施，防护用品的正确选择及佩戴，呼吸道卫生、手卫生、通风等。

８．２　医疗机构应在经空气传播疾病防控的重点区域、部门和高风险人群中开展经空气传播疾病防控知

识培训，对就诊患者和工作人员进行经空气传播疾病防控的健康教育。

８．３　在发生经空气传播疾病及新发或不明原因传染病流行时，医疗机构应采取多种形式针对该传染病

防控进行宣传和教育。

９　清洁、消毒与灭菌

９．１　空气净化与消毒应遵循 ＷＳ／Ｔ３６８的相关要求。

９．２　物体表面清洁与消毒应遵循 ＷＳ／Ｔ３６７的相关要求。

９．３　经空气传播疾病及不明原因的呼吸道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诊疗器械、器具和物品的清洗、消毒或

灭菌应遵循 ＷＳ３１０．１、ＷＳ３１０．２、ＷＳ３１０．３及相关标准的要求。

９．４　患者转出、出院或死亡后，应按照 ＷＳ／Ｔ３６７的要求进行终末消毒。

９．５　清洗、消毒产品应合法、有效。

９．６　患者死亡后，应使用防渗漏的尸体袋双层装放，必要时应消毒尸袋表面，并尽快火化。

９．７　医疗废物处理应遵循医疗废物管理的有关规定。

１０　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经空气传播疾病预防与控制要求

１０．１　诊治疑似或确诊经空气传播疾病患者时，应在标准预防的基础上，根据疾病的传播途径采取空气

隔离的防护措施。

１０．２　医疗机构工作人员防护用品选用应按照分级防护的原则，具体要求详见附录Ａ中表Ａ．１。进入

确诊或疑似空气传播疾病患者房间时，应佩戴医用防护口罩或呼吸器；根据暴露级别选戴帽子、手套、护

目镜或防护面罩，穿隔离衣。

１０．３　工作人员个人防护用品使用的具体要求和穿脱个人防护用品的流程与操作应遵循 ＷＳ／Ｔ３１１的

要求，确保医用防护口罩在安全区域最后脱卸。使用后的一次性个人防护用品应遵循《医疗废物管理条

例》的要求处置；可重复使用的个人防护用品应清洗、消毒或灭菌后再用。

１０．４　应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开展工作人员的症状监测，必要时应为高风险人群接种经空气传播疾病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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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　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发生经空气传播疾病职业暴露时，应采用相应的免疫接种和（或）预防用药等

措施。

１０．６　标本的采集与处理应遵循 ＷＳ／Ｔ４４２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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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医务人员的分级防护

　　医务人员的分级防护要求见表Ａ．１。

表犃．１　医务人员的分级防护要求

防护

级别
使用情况

防护用品

外科

口罩

医用防

护口罩

防护面

屏或护

目镜

手卫生
乳胶

手套
工作服 隔离衣 防护服 工作帽 鞋套

一般

防护

普通门（急）诊、普通病房

医务人员
＋ － － ＋ ± ＋ － － － －

一级

防护

发热门诊与感染疾病科

医务人员
＋ － － ＋ ＋ ＋ ＋ － ＋ －

二级

防护

进入疑似或确诊经空气

传播疾病患者安置地或

为患 者 提 供 一 般 诊 疗

操作

－ ＋ ± ＋ ＋ ＋ ±★ ±★ ＋ ＋

三级

防护

为疑似或确诊患者进行

产生气溶胶操作时
－ ＋ ＋ ＋ ＋ ＋ － ＋ ＋ ＋

　　注：“＋”应穿戴的防护用品，“－”不需穿戴的防护用品，“±”根据工作需要穿戴的防护用品，“±★”为二级防护

级别中，根据医疗机构的实际条件，选择穿隔离衣或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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