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当前，校园隔离健康观察区该怎么做？功能分区、

设备保障和运行管理一个都不能少！ 

 

2 月 7 日，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部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宝生

同志在全国教育系统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上强

调：“战时状态要有非常举措，要把问题想得更严重一些，应对措施更坚决一

些，一切要想在前面、做在前面，一切都要做细做实，坚决防止疫情在校园蔓

延。”“高校要设置独立隔离区，严防疫情在校园扩散。”  

    2 月 14 日，教育部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精神，会议指出所有工作都要围绕“严防扩散、严防暴发，确保一方净

土、确保生命安全”目标开展。 
作为确保校园安全健康的一道屏障，校园隔离健康观察区的建立，

既是实现校园全面防疫目标的重要方面，也是把病毒隔绝在校园之外

的关键环节，各地各学校应根据所在地区和校园自身的特点，制定相

应的校园隔离健康观察区防控策略，在疫情防控的新阶段，落实好教

育部的统一部署，坚决防止疫情在校园蔓延。  

 

 

 

 

 

 

 

 

 

 

校园隔离健康观察区如何建设  

 

校园隔离健康观察区如何建设？如何做到更加科学、有效并彰显人文关怀？

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联合有关机构和专家深入研究，结合 1 月以来教

育部、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部门发布的相关文件要求，整理形成

了校园隔离健康观察区建设与管理方案，从功能分区、设备保障和运行管理等

方面，为各学校进行校园隔离健康观察区建设提供参考。  

 



 

 

 

 

 

 

 

 

 

 

 

 

 

 

 

 

 

校园隔离健康观察区的设置应充分考虑现有建筑设施，选择适宜区域进行布置。

如果建设临时性隔离观察区，应选择环境安静，与校园主要生活、学习等人员

密集区域有一定缓冲距离，处于本区域当季主导风向下风向，且对外交通联系

便捷的区域，作为校园隔离健康观察区。隔离区应具有较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

并远离校园垃圾集中处理站等污染源、易燃、易爆储存区及存在卫生污染风险

的实验区。 

1.应进行合理功能分区 

■ 更衣区：主要供管理、送餐发餐、保洁人员等使用，配备手套、护目镜、

口罩等更换空间，一般设置在区域首层，紧邻主要出入口。 

■ 清洁区：工作人员的一般活动区域。 

■ 半污染区：为医务人员进行相关诊疗的工作辅助区域，位于清洁区和污染

区之间。 

■ 污染区：为隔离观察者起居及活动、治疗、诊断区域，应包括卫生间、污

物间、洗消间等，观察者应单间居住。宜根据隔离管理要求，将污染区划分为

若干独立区域。一个独立区域只允许保留一个出入口，并安排人员值守，严禁

随意进出，所有进出人员必须佩戴防护口罩，进场应进行登记及体温测量。 

2.应为隔离观察者设置独立洗漱区，如不具备独立设置条件，则需明确人

员使用时间，做到分批错时使用，避免人员集聚，降低接触感染风险。 

3.应确保各隔离房间隔墙间管线穿越处密封完好，如有问题应用不燃材料

可靠密封，防止交叉感染。 

4.应设置门禁管理系统，并对所有出入口进行封闭管理。所有设置互锁功

能的门和处于疏散通道上的门禁，应可根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联动信号，实

现自动开启。  



5.应强化隔离健康观察区通讯与信息硬件配置，保证隔离健康观察区内部

及其与校园防疫决策机构间的通讯与信息通畅。 
 

 

 

 

 

 

 

 

 

 

 

 

 

 

 

 

 

1.应禁止使用中央空调系统。隔离观察者居住房间均应具备良好的自然通

风条件，每天保证通风 2-3 次，每次至少 30 分钟。必要时开启排风扇等抽气

装置以加强室内空气流动。通风宜保证气流沿清洁区（含更衣区）→半污染区

→污染区→室外的顺向流动。 

2.卫生间应设置机械排风设施，并确保运行良好。 

3.洁具龙头与冲洗开关宜改为非接触式，避免使用公共器具带来的接触感

染。 

4.室外给水入户管阀门井内宜增设减压型倒流防止器，避免污染校区给水

管网。 

5.洁具应自带水封或设置有存水弯，并定期检查确保水封高度不小于 50mm。

地漏应保证水封高度，注意补水保证水封不干涸；设备房间及管井内地漏应改

为可开启密闭地漏，非检修期间密闭。 

6.卫生间与盥洗间污水通气管宜设置屋顶紫外线消毒器，避免污水中病毒

通过空气扩散。 

7.卫生间与盥洗间排水宜设置消毒模块，确保污水经必要消毒后排放。 
 

 

 

废弃物处置 



1.每个隔离观察者居住房间均应放置一个垃圾桶，被隔离人员应将生活垃

圾及废弃物统一丢弃至垃圾桶。 

2.垃圾每日应由专人（戴口罩、穿一次性隔离衣等一次性防护用品）负责

先用含氯消毒剂 1000 mg/L 喷洒消毒，后装入黄色医用垃圾处理袋内，扎紧作

用 30 分钟，统一收集放置指定的垃圾贮存室带盖的环卫大垃圾桶内。贮存室

应有冲洗设施、加锁，清运后冲洗消毒地面和收集桶。 

3.工作人员一次性防护用品按照医疗废弃物处理。每次脱下消毒后放入医

疗垃圾专用袋扎紧袋口，装入医疗废弃物垃圾桶。工作人员收集完毕后应做好

个人的清洗，并用洗手消毒液进行消毒。 

4.废弃物应每 2～3 天由医疗废物处置单位用专车进行回收处置，并做好

日期、数量、交接双方签名登记工作。 

 

 

 

洗消管理 

1.加强室内空气消毒,无隔离观察人员时可用紫外线灯照射进行消毒，有

人时可选择物理因子空气消毒机等适宜方式消毒。 

2.卫生间及有条件公共区域宜配备一定数量感应式洗手液或速干手消毒

剂。 

3.应要求隔离观察者每次使用卫生间冲水后，立即消毒。单人隔离使用的

厕所，应每天消毒一次。便池及周边可用 2000mg/L 的含氯消毒剂擦拭消毒，

作用 30 分钟。厕所内的表面以消毒手经常接触的表面为主，如门把手、水龙

头等。可用有效氯为 500mg/L～1000mg/L 的含氯消毒剂或其他可用于表面消毒

的消毒剂，擦拭消毒，作用 30 分钟后清水擦拭干净。 

4.拖布和抹布等卫生用具应按照房间分区专用，使用后以有效氯含量为

1000mg/L 的含氯消毒剂进行浸泡消毒，作用 30 分钟后用清水冲洗干净，晾干

存放。 

5.隔离观察者居住房间物品、家具表面等可能被污染的表面应每天消毒 2

次，受到唾液、痰液等污染，应随时消毒。消毒时可用有效氯为 500mg/L～

1000mg/L 的含氯消毒剂、75%酒精或其他可用于表面消毒的消毒剂擦拭消毒，

作用 30 分钟后清水擦拭干净。 

 

人员管理 

1.应建立清晰的管理组织架构，落实岗位责任，并制定包括接收入区、健

康观察、解除观察等全流程管理工作流程，与当地疾病预防控制管理部门保持

密切联系。 



2.工作人员每日对隔离医学观察对象的健康状况进行巡视（早晚 2 次测试

体温），详细记录其健康状况。安排专业人员对隔离观察对象进行适当的心理

疏导。 

3.管理人员、保洁人员等相关人员，与集中观察人员接触、或进行消毒时，

应穿戴口罩、手套、眼罩、防护服等。工作后注意洗手和消毒。手消毒可用 0.3%～

0.5%碘伏消毒液或快速免洗手消毒剂揉搓１～３分钟，清水冲洗。 

4.隔离观察者应做到不随地吐痰,口鼻分泌物用纸巾包好,弃置于有盖垃

圾箱内。应减少接触集中观察点内的公共场所的公共物品和部位，在公共区域

内活动应佩戴一次性口罩。 

5.隔离观察者从公共场所返回、咳嗽用手捂之后、饭前便后,用洗手液或

香皂流水洗手,或者使用含酒精成分的免洗洗手液。 

 

典型推荐 

 

              北京林业大学校园隔离健康观察点已投入使用 

各地各学校围绕教育部的总体部署要求，已陆续展开校园隔离健康观察区

的建设，北京林业大学的实践在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现简要介绍如下：  
统一领导成立防控领导小组 

按教育部、北京市有关防疫的要求，北京林业大学党委第一时间成立防控领导

小组，并启动校园安全一级管控，全校进入战时状态，统筹各部门在京的党员

干部、一线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分别针对师生、后勤员工建设了两个独立的校

园隔离健康观察点，并已投入使用。  
 



 

 

 

 

 

 

 



 

落实部门任务 

学校各部门联动，相互协作，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 国有资产管理处：合理调配学校公共用房，保障健康观察点房间使用。  

▋ 总务处：做好服务人员防护物资储备，检修配备健康观察点设施设备，采

购入住人员日用品，保障健康观察点设施设备正常运转以及保洁消毒工作。  

▋ 校医院：做好医用防护物资储备，检测入住人员健康状况，并为工作人员

培训新冠肺炎的防控措施。 

▋ 后勤服务总公司：做好食品物资储备，保障入住人员用餐，派专人定时送

餐。 

▋ 保卫处：做好健康观察点入住人员以及工作人员的安全保障工作。  

▋ 计划财务处：做好健康观察点建设资金保障工作。  

 

统一管理加强疫情监测 

学校严格按照医学防控标准对健康观察点进行隔离管理，观察对象实行单

间隔离。制定了完整的工作流程及管理制度，具体包括：《健康观察点入住通

知书》、《健康观察点入住须知》、《健康观察点入住及退宿流程》等多项管

理制度及《健康观察点消毒记录表》、《卫生间清洁消毒检查表》、《垃圾清

运消毒记录表》等工作记录表。通过规范细化卫生消毒、维修、订餐、体温监

测等工作流程，落实责任到人，减少病毒传播风险。楼宇管理员对楼宇进行 24

小时管理，每日上报入住人员身体信息，要求保洁人员定时进行公共区域及设

备设施消毒工作，以最大限度保障入住观察对象的身体健康及生活需求。  

人员入住前需进行体温检测、信息登记，并按照校医院开具的《健康观察点入

住通知书》办理入住手续，签署《健康观察点入住须知》后方可入住。观察期

间楼管人员按照校医院要求填写《2020 年寒假健康观察点师生医学观察观察信

息登记表》，观察 14 天合格后，入住人员方可办理退宿手续。  

 

统一协调做好观察点防疫工作 

    委的坚强领导下，各部门通力协作，建成隔离健康观察点并向海淀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和海淀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进行了备案。 

 

师生隔离健康观察点 

 

作为返京师生健康观察点，建成后，陆续有 2 名来自湖北的返校同学、1

名经停湖北的同学以及 1 名留学生办理相关手续入住，安排辅导员进行心理辅

导，管理员专门答疑解惑日常生活问题，医护人员定时检查体温跟踪健康状况，



专人负责送餐、保洁及消毒等工作。目前，3 名同学经过 14 天的隔离观察，经

医护人员检查合格后，已解除医学观察返回自己宿舍。  
 

 

 

 

 

 

 

 

 

 

 

 

 

 

 

 

后勤员工隔离健康观察点 

 

作为返京后勤员工健康观察点，在这里对返京后勤员工进行 14 天隔离观

察，每日对入住人员体温等身体信息进行监测上报，为学校后勤保障工作做好

人员储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