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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应合理使用消毒剂，以清洁为主，预防性消毒为辅，避免过度

消毒。

一、个人卫生

1. 避免人员聚集。尽量少开现场会，会议室开会人员间隔1米以上，教室等密集空间建议学生佩戴医用

口罩。有咳嗽症状的人员要佩戴医用外科口罩。

2. 鼓励学生多到室外活动，多晒太阳。

3.严格落实教职员工及学生手卫生措施。避免接触公共物品引起手污染，避免用手触摸眼睛等“易感”

部位。餐前、便前便后、接触一切共用物品（如体育器材、公共电脑、门把手、电梯按钮、楼梯扶手

等）后要洗手。洗手时应当采用洗手液或肥皂，在流动水下按照七步洗手法彻底洗净双手，也可使用

速干手消毒剂揉搓双手。

4.食堂工作人员要穿工作服，戴工作帽和口罩。接触直接入口食品要佩戴一次性手套并及时更换。工

作服要每天清洗，如被污物应及时更换清洗。

    



二、环境清洁卫生

       1.校区环境应以卫生清洁为主，预防性消毒为辅。

       2.每天应及时清除校园内落叶、积水、污水、垃圾等。室内地面应每天至少湿式清洁1次。

公共卫生间、垃圾桶应每天清洁和消毒，及时清理废弃杂物，避免蚊蝇等病媒生物滋生。

        3.教室、图书馆、办公室等室内场所要每天定期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温暖季节宜全

日开窗；寒冷季节可在课前和课间休息期间开启教室和走廊的门窗换气，每天至少开窗3次，每

次30分钟以上。通风条件不良的建筑可采用机械通风换气。

        4.通风条件较差的室内场所，尽量减少人员进出。可采用紫外线消毒灯定期照射消毒。

        



    三、日常消毒

         疫情期间，可加强校园各类场所如教室、图书馆、活动室、室内体育馆等的日常预

防性消毒。校园内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的人员，有14天内到过疫情高风险地区或者有

病例报告社区的人员，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例，或有聚集性发热病例时，应及

时与属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联系，进行消毒处置。具体消毒技术和方法见下表。



消毒对象 消毒方式、频次与要点

空气 室内开窗自然通风，每天至少3次，每次30分钟以上；通风不良或无法通风的，要机械通风
或开紫外线消毒灯照射30-60分钟。也可使用循环风空气消毒机(无臭氧)消毒。

空调等通风设备 排风扇等机械通风设备每周清洗消毒1次；分体空调设备过滤网和过滤器每周清洗消毒1次；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定期清洗消毒。

物体表面 经常接触的物表如门把手、窗把手、台面、桌椅、扶手、水龙头、电梯按钮等每天消毒2-3
次；不易触及的物体表面可每天消毒1次。使用有效氯浓度为500mg/L的消毒湿巾或抹布擦拭
或喷雾器喷洒消毒，每次作用30分钟，之后用洁净的清水抹布擦拭干净。

地面、墙壁 墙面一般不需要常规消毒；地面每天使用有效氯浓度为500mg/l的消毒液消毒2-3次；当地面
或墙面受到血液、体液、排泄物、呕吐物或分泌物污染时，清除污染物后，用有效氯浓度为
1000mg/L的消毒液擦拭或喷雾器喷洒消毒，消毒时间30分钟。

洗手水池、便器、
盛装吐泻物的容
器、痰盂（杯）
等

洗手水池、便器等每天2次使用有效氯浓度为500mg/L的含氯消毒液擦拭或喷雾消毒15-30分
钟；盛装吐泻物的容器、痰盂（杯）等每次使用后及时用有效氯浓度为500mg/L的含氯消毒
液浸泡消毒30分钟以上。

毛巾、被褥、台
布等纺织品

每周清洗消毒1次；在阳光下暴晒4小时以上；煮沸消毒15-30分钟。

电话机、传真机、
电脑键盘等办公
用品

75%乙醇或1.5%-3%过氧化氢湿巾表面擦拭清洁消毒；每周消毒1-2次，



消毒对象 消毒方式、频次与要点

餐桌、餐（茶）
具、熟食盛具

餐桌使用前应擦拭清洁消毒；餐(茶)具和熟食盛具应专用或一人一具一用一消毒；高温蒸汽或
煮沸消毒15-30分钟，或按说明书使用消毒箱（柜）；采用含氯消毒剂（有效氯浓度为
500mg/L）浸泡30分钟后，再用清水漂洗干净。

文体活动用品、
玩具

耐热、耐湿物品可用流通蒸汽或煮沸消毒20-30分钟；塑料、木质等不耐热的物品用1%过氧化
氢湿巾消毒液或有效氯浓度为250mg/L的含氯消毒液擦拭或浸泡消毒10-30分钟；纸质、长毛
绒类文体活动用品和玩具可置阳光下暴晒4小时或使用臭氧消毒器消毒；每周消毒1-2次

清洁用具 不同的区域应使用不同的拖布和抹布；每次使用效氯浓度为500mg/L的含氯消毒液浸泡消毒,
消毒30分钟以上。

呕吐物、分泌
物、腹泻物

用消毒干巾(高效消毒剂)覆盖包裹呕吐物5分钟后，在穿戴好口罩、手套和隔离衣的情况下用
覆盖的消毒干巾处理呕吐物丢入废物袋，然后用有效氯浓度为5000mg-10000mg/L的含氯消毒
液擦拭或拖拭，消毒范围为呕吐物周围2米，作用30分钟后擦拭2遍；马桶、便池或洗手池内
的呕吐物等，应先用漂白粉均匀覆盖（包括周边），盖上马桶盖，30分钟后用水冲去。

手 一般情况下采用流动水和洗手液，按照七步洗手法，充分搓洗；必要时可用合格的免洗手消
毒剂消毒。

校车等 校车使用完毕后应打开门窗通风；车内座椅、扶手、吊环等表面用75%乙醇或1.5%-3.0%过氧
化氢消毒湿巾擦拭；无窗密闭的校车，可在人员清空后，用有效氯浓度为500mg/L的含氯消毒
液喷洒消毒或移动紫外线消毒灯照射消毒30分钟后，开启空调进行外循环通风换气。

终末消毒 如果学校出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对其所居住、生活的场所以及活动的公
共区域应及时由属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进行终末消毒。





    四、注意事项

         1、消毒剂安全管理：消毒剂应专人专管，出入库要做好登记，各类消毒剂分隔开存储并

有明显的标识，尤其酒精要远离明火。

         2、正确配制消毒液：使用84消毒液或含氯消毒片时注意计算好配比浓度，且用带刻度的

容器量取消毒剂和水，不可凭感觉配制。

        3、消毒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穿戴耐腐蚀的工作服或隔离衣、工作帽、口罩、眼罩、乳胶

手套、鞋套（胶靴）。

         4、采用正确的消毒方法：物体表面能擦拭的部位尽量都采用擦拭消毒，空气消毒最好以

通风为主，酒精不可大面积喷洒，使用含氯消毒剂擦拭完后要关闭门窗30分钟，之后打开门窗

充分通风，并用干净的清水抹布将消毒剂擦干净。 

         5、做好通风消毒记录：教室、宿舍、办公室、公共区域等均应消毒并做好记录，消毒完

成后立即记录，记录要详细，标明消毒时间、消毒剂名称、使用浓度及配比、消毒范围、消毒

方式、消毒人姓名。通风记录另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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