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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疫情防控医院感染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根据《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切实加强疫情防控有关

工作的紧急通知》《自治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关于转发安徽辽宁两省聚集性疫情有关情况通报的通知》（宁疫

指办发〔2021〕124 号）精神，为进一步加强对诊所等医疗机构

疫情防控医院感染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坚决堵住疫情防控医院

感染漏洞，防止发生疫情防控反弹和医院感染事件，特制定本工

作方案。

一、整治目标

坚持“科学防控、规范管理、突出重点、强化落实” 的原

则，建全完善医疗机构内部的疫情防控医院感染工作机制，加强

医疗机构重点科室、重点部位、重点环节医院感染防控。强化疫情风

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发挥医疗机构疫情防控“哨点”作用，规范处置

可疑患者。加强医疗机构监管，定期组织对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疫情防

控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到位，确保辖区内疫

情防控医院感染管理规范有序，坚决杜绝新冠疫情反弹。

二、整治范围

全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三、整治内容

（一）医院感染管理体系不健全，责任落实不到位问题。重

点检查《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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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手卫生规范》等制度规范落实情况,包括医疗机构三级感染管

理组织（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领导小组-院感科/专职或兼职人员-临

床院感管理小组）建设及人员配置情况；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

领导小组人员设置情况，是否涵盖医疗、护理、总务、后勤、药

剂等职能部门，定期召开会议情况；《医疗机构感染预防与控制

基本制度（十项核心制度）》培训落实情况，院科两级医院感染

防控知识培训计划医院感染监测工作和重点部门环境卫生定期

监测情况；手术室、消毒供应室、口腔科、中医诊疗、洁净手术

室医院感染管理消毒监测情况；院科两级医务人员手卫生监测情

况，手卫生依从率；手卫生设施和用品配备是否齐全，如洗手液、

干手纸等。

（二）预检分诊、发热门诊管理不到位问题。重点检查《中

卫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建立门诊发热病人管理工作流程的通知》

《中卫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预检分诊点、发热门诊和定点医院

隔离病区设置规范及工作流程的通知》等文件落实情况。预检分

诊点设置是否规范，流程是否合理，入院测温、验码、戴口

罩及值班值守制度是否落实。 发热门诊 24 小时接诊制度，一米

线间隔和一医一患一室是否落实。

（三）首诊负责制及可疑病例闭环管理不到位问题。各级各

类医疗卫生机构落实首诊负责制情况。对于具有发热、干咳、乏

力、嗅觉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肌痛和腹泻等

新冠肺炎相关表现的患者是否做好做好流行病学问诊、病人基本

身份信息登记、报告及转诊流程是否规范。设置发热门诊（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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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疗机构要将所有发热患者引导至发热门诊（诊室）就诊，并

对发热门诊（诊室）患者全部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在 4-6 小

时内进行反馈。在核酸检测结果反馈之前，患者一律留观。各县

（区）内所有诊所首诊发现发热患者及新冠肺炎可疑病人，要做

好就诊日志等信息登记，按照规范流程将患者转入指定医疗机构

进行筛查治疗，不得擅自诊治发热患者及新冠肺炎可疑病人，或

让患者自行到别的医疗机构去就诊。

（四）住院患者管理及核酸检测工作不到位问题。全市各有

关医疗机构要进一步加强住院患者管理及核酸检测工作。二级及

以上医疗机构要全部设置和使用过渡病房。设置住院部的医疗机

构全部安装门禁系统，加强人员值守，严格管理入院人员。严格落实

一患一陪护制度，所有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均要进行核酸检测，陪

护人员无核酸检测阴性结果报告不得陪护患者。住院患者住院期间不得

外出、不得互串病房、不得聚集聊天，在院期间全程佩戴口罩。陪护人

员原则上不外出，确需外出的，必须经过患者住院科室负责人同意。

严格落实探视规定，坚决落实非必须不探视要求。

（五）医疗废弃物、废水管理不规范问题。严格落实《医院

隔离技术规范》《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

标准，切实规范管理流程，细化管理措施。各县（区）卫生健康

局及各医疗卫生机构要切实加强医疗废物、废水处置管理工作，

结合医疗废物、医疗污水专项整治工作，全链条加强医疗废物收集、

暂存、交接和处置及医疗污水达标排放工作，全面提升在线监控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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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做到医疗废物、废水闭环管理。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从医

疗废物管理人员配备、设施配备、暂存点设置、管理制度、分类

收集、处置流程、交接手续、交接记录等方面开展自查，查找存

在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制定整改措施，盯着问题整改到位，确

保医疗废物管理规范有序。

（六）医院感染基础性工作不到位问题。县（区）卫生健康

局及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要切实强化医院感染管理相关基础

性工作。认真抓好消毒灭菌、无菌操作技术、标准预防与隔离、

消毒药械、一次性使用医疗器械管理和医疗废物管理等各项标

准、规范落实工作。加强医院消毒灭菌效果与环境卫生学监测、

一次性无菌医疗用品和消毒药械使用管理、外来器械的管理等工

作。进一步完善手卫生设施的配备，数量和设施要符合手卫生规

范要求。完善医院感染管理各项操作流程，落实院感防控各项工

作措施。

（七）医院感染管理信息系统建立不完善问题。全市二级及

以上医疗机构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建立功能完善的医院感染管

理信息系统。通过对医院感染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实现医院

感染的实时监控、风险评估和风险预警等。同时自动从医院各信

息系统获取医院感染相关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提高医

院感染管理工作效率。

（八）医疗机构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市、县（区）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切实加强对诊所、社区卫生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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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发热门诊、定点医院的监督管理，由市、县（区）卫生监督

所、院感质控中心每季度对辖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疫情防控及院

感工作进行督查并形成督查报告，对首诊负责制不落实、发热患

者核酸检测不到位、疫情信息报告不及时的医疗机构，以及违规

接诊具有新冠肺炎相关症状患者的诊所、民营医院等社会办医疗

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机构，一经发现立

即责令整改，该关闭整顿的关闭整顿，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

追责问责。

四、整治时限

（一）自查自纠阶段（2021 年 6 月 1 日-6 月 10 日）。各县

（区）卫生健康局及各医疗卫生机构组织对本辖区（本机构）疫

情防控医院感染工作进行自查，建立问题台账，为下一步整治工

作提供整改问题基础数据。

（二）整改落实阶段（6月10日-6月30日）。各县（区）卫

生健康局及各医疗卫生机构要针对自查问题清单，认真分析原

因，采取强有力措施，对账销号，逐条逐项整改落实，确保整

改落实到位。

（三）巩固提升阶段（7 月 1 日-12 月 31 日）。市、县（区）

卫生健康委（局）组织辖区卫生监督所、院感质控中心，对辖区

各医疗卫生机构定期进行全面督查，持续推进疫情防控医院感染

工作整治活动效果的巩固，并形成长效机制。同时，进一步完善

工作内容、细化工作环节，推进辖区疫情防控医院感染工作向智



- 7 -

能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五、 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 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卫生健

康局及各医疗卫生机构要充分认识医院感染管理工作在新冠疫

情防控工作中的重要性，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认真组

织查找问题，不留死角，即查即改，长期坚持。要将医院感染预

防与控制纳入医疗质量管理和医院管理的整体规划中，从人力、

物力和财力上给予必要支持，将医院感染防控措施落到实处。

（二）认真组织落实，务求工作实效。各县（区）卫生健康

局及各医疗卫生机构要认真落实医院感染管理各项管理规范、标

准，结合工作实际，制订具体可行的整改方案，进一步细化各项

整改措施，认真自查整改，确保整改工作取得实效。

（三）加强督导考核，认真总结评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

构要落实主体责任，持续加强管理、培训、应急演练等工作，强化督

查，坚守院感防控底线。市、县卫生监督所要落实监督责任，加强

日常监督考核，对疫情防控落实不到位、打折扣的医疗卫生机构，要

依法依规进行及时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