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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相关知识 

 

 



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是从武汉市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下呼吸道分离

出的一种病毒。该病毒属于β属冠状病毒，对紫外线和热

敏感。56℃ 30分钟、乙醚、75%乙醇、含氯消毒剂、过

氧乙酸和氯仿等均可有效灭活病毒，氯己定不能有效灭活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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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源有哪些？ 

目前所见的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 

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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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有哪些？ 

经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气溶胶和

消化道等传播途径尚待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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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的易感人群有哪些？ 

 人群普遍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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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是多久？ 

基于目前的流行病学调查，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是

114天，多为3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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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有什么症状？ 

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

咽痛和腹泻等症状。重型患者多在发病一周后出现呼吸困难和

/或低氧血症，严重者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

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等。值得

注意的是，重型、危重型患者病程中可为中低热、甚至无明显

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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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疑似病例？ 

结合流行病学史和临床表现综合分析： 

（1）流行病学史：一是发病前两周内有武汉市及周边地区，

或其他有病例报告社区的旅行史或居住史；二是发病前两周内

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核酸检测阳性者）有接触史；三是发

病前两周内曾接触过来自武汉市及周边地区，或来自有病例报

告社区的发热或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四是聚集性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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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床表现:一是发热和/或呼吸道症状；二是具有肺炎影像

学特征；三是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

数减少。 

湖北以外省份，有流行病学史中的任何一条，且符合临床表现

中任意2条；或者无明确流行病学史的，符合临床表现中的3条，

即为疑似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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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湖北以外省份的疑似病例，具备以下病原学证据之一者： 

（1）呼吸道标本或血液标本实时荧光RT-PCR检测新型冠

状病毒核酸阳性； 

（2）呼吸道标本或血液标本病毒基因测序，与已知的新型

冠状病毒高度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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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个人防护（1） 

 

 



公众如何做好个人预防？ 

（1）尽量减少外出活动 

  a.避免去疾病正在流行的地区。 

  b.建议疾病流行期间减少走亲访友和聚餐，尽量在家休

息。 

  c.减少到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活动，尤其是空气流动性

差的地方，例如：公共浴池、影院、商场、车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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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如何做好个人预防？ 

（2）个人防护和手卫生 

  a.建议外出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医用外科口罩或

N95口罩。 

  b.保持手卫生。减少接触公共场所的公用物品和部位；

从公共场所返回、咳嗽手捂之后、饭前便后，用洗手液或

肥皂流水洗手，或者使用含酒精成分的免洗洗手液；不确

定手是否清洁时，避免用手接触口鼻眼；打喷嚏或咳嗽时，

用手肘衣服遮住口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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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该怎么选？ 

（1）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推荐公众在非人员密集的公

共场所使用。 

（2）医用外科口罩：防护效果优于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推荐疑似病例、公共交通司乘人员、出租车司机、环卫工

人、公共场所服务人员等在岗期间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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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该怎么选？ 

（3）KN95/N95及以上颗粒物防护口罩：防护效果优于医

用外科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推荐现场调查、采样

和检测人员使用，公众在人员高度密集场所或密闭公共场

所也可佩戴。 

（4）医用防护口罩：推荐发热门诊、隔离病房医护人员

及确诊患者转移时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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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情况下应该佩戴口罩？ 

基本原则是科学合理佩戴，规范使用，有效防护。 

（1）在非疫区空旷且通风场所不需要佩戴口罩，进入人

员密集或密闭公共场所需要佩戴口罩。 

（2）在疫情高发地区空旷且通风场所建议佩戴一次性使

用医用口罩；进入人员密集或密闭公共场所佩戴医用外科

口罩或颗粒物防护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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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情况下应该佩戴口罩？ 

（3）有疑似症状到医院就诊时，需佩戴不含呼气阀的颗粒

物防护口罩或医用防护口罩。 

（4）有呼吸道基础疾病患者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防护口罩。

年龄极小的婴幼儿不能戴口罩，易引起窒息。 

（5）棉纱口罩、海绵口罩和活性炭口罩对预防病毒感染无

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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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使用口罩？ 

要购买正规厂家生产、正规渠道销售的口罩，并且学会

正确佩戴，如果佩戴不正确，防护力会大大减弱。使用

口罩前后需清洁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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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使用口罩？ 

一次性医用口罩的佩戴方法：根据自己的脸型，将折面

充分展开，把鼻、嘴、下颌完全包住，然后压紧鼻夹，

使口罩与面部完全贴合。一次性口罩有里外之分，浅色

面有吸湿功能，应该贴着嘴鼻，深色面朝外。一次性医

用口罩最好每 2~4 小时更换一次，尽量不要重复使用。  

防护型口罩的佩戴方法：以N95口罩为例，口罩有标识

的一面向外，有金属片的一边向上。系紧固定口罩的带

子或把口罩的橡皮筋绕在耳朵上，使口罩紧贴面部。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 

个人防护 

12 



使用过的口罩，有什么危害？ 

使用过的口罩可能携带大量微生物，如病毒、口腔细菌

等。这些微生物不仅可能源于外界，通过吸气，吸附在

口罩的外表面，也有可能因为使用者本身携带细菌、病

毒，通过呼气，吸附在口罩的内表面。因此，使用过的

口罩是可能存在很大感染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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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掉口罩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1）不要触碰口罩的外表面，因为可能会感染自己。 

（2）不要触碰口罩的内表面（自己是病人），因为可能会

感染别人。 

（3）不要触碰别人使用过的口罩，因为可能会交叉感染。 

（4）不要直接放到包里、兜里等处，因为可能存在持续感

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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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口罩如何处理？ 

（1）在医疗机构时，无论是求医问诊，还是看望病人，

抑或采访调查，但凡在医疗机构中使用过的口罩，都请直

接投入医疗废物垃圾袋中。这些口罩作为医疗废物会由专

业处理机构进行集中处置。 

（2）平时，对于疑似患有传染病的民众，应在就诊或接

受调查处置时，将使用过的口罩交给相应工作人员，作为

医疗废物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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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存在发热、咳嗽、咳痰、打喷嚏等症状的民众，或接

触过此类人群的民众，推荐将口罩先丢至垃圾桶，再使用

5%的84消毒液按照1：99配比后，撒至口罩上进行处理。

如无消毒液，也可使用密封袋/保鲜袋，将口罩密封后丢

入垃圾桶。 

对于普通民众，因风险较低，使用过的口罩可以直接丢入

垃圾桶。 

在处理完口罩后，记得进行手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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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人群如何佩戴口罩？ 

（1）孕妇佩戴防护口罩，应注意结合自身条件，选择舒适

性比较好的产品。 

（2）老年人及有心肺疾病等慢性病患者佩戴后会造成不适

感，甚至会加重原有病情，应寻求医生的专业指导。 

（3）儿童处在生长发育阶段，其脸型小，选择儿童防护口

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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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多层口罩才能防住新型冠状病毒吗？ 

只要正确佩戴合格的医用口罩，只需一个就能达到预期

的防护效果。多层口罩不能增加防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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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使用了多长时间需要更换？ 

（1）医用标准的防护口罩均有使用期限，口罩专人专用，人员间不

能交叉使用。高风险人员在结束工作、中途进餐（饮水）、如厕等脱

下防护装置后，重新进入需更换。 

（2）口罩被患者血液、呼吸道/鼻腔分泌物，以及其他体液污染要立

即更换。 

（3）较高风险人员在接诊高度疑似患者后需更换。 

（4）其他风险类别暴露人员佩戴的口罩可反复多次使用。口罩佩戴

前按规程洗手，佩戴时避免接触口罩内侧。口罩脏污、变形、损坏、

有异味时需及时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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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如何进行保存、清洗和消毒？ 

（1）如需再次使用的口罩，可悬挂在洁净、干燥通风处，或将其放

置在清洁、透气的纸袋中。口罩需单独存放，避免彼此接触，并标识

口罩使用人员。 

（2）医用标准防护口罩不能清洗，也不可使用消毒剂、加热等方法

进行消毒。 

（3）自吸过滤式呼吸器（全面型或半面型）和动力送风过滤式呼吸

器的清洗参照说明书进行。 

（4）棉纱口罩可清洗消毒，其他非医用口罩按说明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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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个人防护（2） 

 

 



洗手可以预防经呼吸道传播的疾病吗？ 

正确洗手是预防腹泻和呼吸道感染的最有效措施之一。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用肥皂和清水（流水）充分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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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揉搓步骤七字口诀是什么？ 

洗手揉搓步骤七字口诀是“内-外-夹-弓-大-立-腕”，

具体步骤为：掌心对掌心，相互揉搓；掌心对手背，两

手交叉揉搓；掌心对掌心，十指交叉揉搓；十指弯曲紧

扣，转动揉搓；拇指握在掌心，转动揉搓；指尖在掌心

揉搓；清洁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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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情况下需要洗手？ 

从公共场所返回、咳嗽手捂之后、饭前便后，用洗手液

或肥皂流水洗手，或者使用含酒精成分的免洗洗手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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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在外没有清水，不方便洗手， 
怎么办？ 

可以使用含酒精消毒产品清洁双手。75% 酒精可有效灭

活新型冠状病毒，因此达到一定浓度的含酒精消毒产品

可以作为肥皂和流水洗手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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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熏醋、喝白酒能预防病毒感染， 
是真的吗？ 

假的，这些方法都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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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用消毒水擦家具、拖地、 
洗碗、洗车、洗衣服吗？ 

可以，但没必要。除非有疫区回来的亲戚朋友串门，或

者家里人出现可疑症状了。如果想消毒餐具，可以蒸一

下，开锅之后蒸十分钟就行。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 

个人防护 

25 



我家还养着汪星人、喵星人， 
它们也得消毒吗？ 

特殊时期别让宠物出门。此外，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宠

物猫、狗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撸猫撸狗之后，把手洗

干净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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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氯消毒剂是指哪些？ 

超市里的84消毒液之类的，在标签的“有效成分”中写

着主要有效成分是次氯酸钠、次氯酸钙、二氯异氰尿酸

钠、三氯异氰尿酸钠、氯化磷酸三钠、二氯海因、次氯

酸、氯胺和液氯等之一的，都是含氯消毒剂。需要注意

的是，氯己定和二氧化氯不属于含氯消毒剂，不要按含

氯消毒剂的推荐使用剂量和时间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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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需要消毒么？ 

手机需要消毒，现在的触屏式手机，只需在关机之后用

消毒湿巾或者手消擦一遍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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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使用酒精？ 

（1）不可将酒精用于大面积喷洒、环境物表消毒，如楼道、会议

室、办公室等都不可以用酒精喷洒消毒。 

（2）不建议使用酒精对衣物喷洒消毒，如果遇到明火或静电，可

能发生燃烧。 

（3）要谨慎储存酒精，远离火源，不要放置在儿童易于触及的场

所。 

（4）在使用酒精消毒时需要保证通风，并且需要远离高温物体，

千万不能与明火接触。在喷洒高浓度酒精后不能立即做饭、吸烟、

使用电蚊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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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使用酒精？ 

（5）在使用酒精前要清理周边易燃可燃物，勿在空气中直接喷

洒使用，给电器表面和灶台消毒时，应先关闭电源和火源，待电

器和灶台冷却后再用酒精擦拭，以免酒精挥发导致爆燃。 

（6）使用酒精消毒时严禁吸烟。酒精的有效成分是乙醇，属于

甲类火灾危险品，空气中乙醇浓度超过3%即可发生火灾。在大

量使用酒精时，酒精挥发使室内空气中乙醇浓度增加，比直接点

燃酒精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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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个人防护（3） 

 

 



老年人防护应该注意什么？ 

（1）尽量居家活动，不串门，减少与外人接触。 

（2）可选择在家中做广播体操等简单的方式，加强锻炼，

保持身体健康。 

（3）可每日开窗通风，保持家中空气流通，注意保暖，以

防感冒。 

（4）应尽量避免参加室内外群体活动，比如广场舞、打麻

将、聚会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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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防护应该注意什么？ 

（5）如必须外出，离开家前要戴好口罩，可以戴上手套。 

（6）出门在外尽量不吃东西，手摸了外面的门、公交车把

手等，不要揉眼睛、抠鼻子。 

（7）如需去市场等人群密度较高的场所，应全程佩戴口罩，

不拥挤，不抢购。 

（8）回家后脱手套、口罩，与出门穿的衣服一起放在门口，

立刻洗手。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 

个人防护 

30 



老年人防护应该注意什么？ 

（9）如厕后先把马桶盖盖好，再冲水。 

（10）哄孩子之前，一定要洗手，不要用脏手直接抱孩子。 

（11）多与家人聊天、玩乐，保持心情愉快。 

（12）备齐老人的常用药，按时服药，原则上尽可能少去

或不去医院，如果必须去就医，应该尽量选择离家近，能

满足要求且人比较少的医院。只做必须的、急需的医疗检

查和医疗操作。如果可以选择就诊科室，尽量避开发热门

诊、急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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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孕产妇如何做好居家预防？ 

（1）保持居室空气清新，温度适宜，适时开窗，避免过冷

或过热，以免感冒。 

（2）孕产妇的毛巾、浴巾、餐具、寝具等生活用品单独使

用，避免交叉感染。 

（3）随时保持手卫生。饭前便后，用洗手液或肥皂流水洗

手，或者使用含酒精成分的免洗洗手液；不确定手是否清

洁时，避免用手接触口鼻眼；打喷嚏或咳嗽时，用纸巾遮

住口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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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孕产妇如何做好居家预防？ 

（4）保持营养均衡，清淡饮食，避免过度进食，做好体重

控制。 

（5）避免亲朋好友探视，避免与呼吸道感染者以及两周内

去过疫情高发地区的人群接触。 

（6）产妇坚持做好母乳喂养，喂奶前要正确洗手。 

（7）生活规律，睡眠充足，多饮水，适当运动，保持良好

心态，增强自身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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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妇如何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和管理？ 

（1）做好自我健康监测。每日测量体温、体重变化，注意

有无呼吸道感染症状，定期监测胎动。 

（2）孕早期孕妇，如果B超已确认过宫内孕，出现轻微腹

痛或少量流血，可自行在家休息观察；如果反复、不规则

地少量流血，应及时咨询预约妇产医生后进行B超检查，排

除胎停育；如果腹痛加重或流血量加大，或未经B超确认宫

内孕，应及时电话咨询妇产医生后，遵医嘱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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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疫情高发期间，孕妇如无特殊情况可与产科医师协商适

当延后产检时间，自行居家监测胎儿宫内情况（胎动）。必须产

检时，应提前预约，做好防护，并尽量缩短就医时间。存在妊娠

合并症及并发症的孕产妇，要严格遵医嘱治疗。孕期岀现异常情

况（头痛、视物不清、心慌气短、血压升高、阴道出血或流液、

异常腹痛、胎动异常等）或有分娩征兆时，应及时就医。不要因

恐惧、担忧而延误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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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孕妇出现鼻塞、咽部不适等轻症时，如果两周内没有疫情

高发地区旅行史、居住史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密切接触史，

无发热，可居家观察，充分休息，每日监测体温并自行观察症状

轻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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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妇如何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和管理？ 

（5）如果孕产妇两周内有疫情高发地区旅行史、居住史，

或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有密切接触史，根据要

求居家或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孕妇观察期间需同时

密切关注自身症状及监测胎动。如出现可疑症状（包括发

热、咳嗽、咽痛、胸闷、呼吸困难、乏力、恶心呕吐、腹

泻、结膜炎、肌肉酸痛等），不要惊慌，立即与社区管理

人员或医学观察人员联系，准确告知自身健康状况，及时

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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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妇如何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和管理？ 

（6）产妇解除隔离前，不建议母乳喂养。新生儿建议隔离

10~14天，并密切观察新生儿状况。此期间出现任何不适症

状均应及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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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妇外出就医需要注意什么？ 

（1）如非产检就医，应就近选择能满足需求的、门诊量较少的

医疗机构；优先做必须的、急需的医疗检查和医疗操作；就诊前

做好预约和准备，熟悉医院科室布局和步骤流程，尽可能减少就

诊时间。产检则选择建档医院，注意做好防护。 

（2）前往医院的路上和医院内，要注意防寒保暖，以防感冒；

孕产妇与陪同家属均应该全程佩戴口罩；可随身携带免洗手液或

消毒湿巾，保持手卫生；在路上和医院时，人与人之间尽可能保

持距离（至少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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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妇外出就医需要注意什么？ 

（3）外出就医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可选择乘坐出租车或自

驾车，必要时打开车窗，便于车内空气流通。 

（4）接触医院门把手、门帘、医生白大衣等医院物品后，尽量

使用手部消毒液，如果不能及时手消，不要接触口、鼻、眼。 

（5）外出回家后应妥善处理口罩，更换衣物，洗手，清洗面部、

五官等暴露部位。外出衣物应尽快清洗消毒，外套置于空气流通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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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如何预防？ 

（1）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不参加聚会。 

（2）外出一定要戴上口罩，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戴好

口罩。 

（3）作息规律，健康饮食。饭前便后认真洗手。在家多和爸爸、

妈妈一起做做体育运动。 

（4）从现在起，养成打喷嚏或咳嗽时用纸巾或袖肘遮住嘴巴、

鼻子的习惯。 

（5）如果有发烧、咳嗽等情况，一定要配合爸爸、妈妈及时去

医院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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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百姓如何做好心理防护？ 

（1）疫情防控认知要科学。一定要从官方的渠道去了解

信息，相信党和国家采取的有力措施，相信疫情是可控的。

做好防疫配合，不要相信、传播网传的小道消息。 

（2）居家生活安排要合理。可以跟家里人进行一些休闲

活动，或整理文档、照片，规划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和

家人一起分享家庭计划和娱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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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百姓如何做好心理防护？ 

（3）负面情绪影响要正视。充分认识到情绪的重要性，

负面情绪会给我们的身体、心理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我

们要正视不良情绪，要学习觉察和评估自己所处的情绪状

态。 

（4）不良情绪状态要管理。可以尝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与家人交流；以适应的放松活动如做深呼吸或运动等释放

情绪；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心态平和、积极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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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百姓如何做好心理防护？ 

（5）自觉问题严重要求助。感觉到自己有较严重的症状，

对自己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要及时寻求帮助。可以与

家人、朋友交流；也可以向心理卫生专业人士寻求心理援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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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居家防护 

 

 



在家日常怎么预防？ 

（1）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减少走亲访友和聚餐，尽量在家休息。减少

到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活动，尤其是相对封闭、空气流动差的场所。 

（2）做好个人防护和手卫生。家庭置备体温计、口罩、家用消毒用品

等物品。未接触过疑似或确诊患者且外观完好、无异味或脏污的口罩，

回家后可放置于居室通风干燥处，以备下次使用。需要丢弃的口罩，

按照生活垃圾分类的要求处理。随时保持手卫生，从公共场所返回、

咳嗽手捂之后、饭前便后，用洗手液或肥皂流水洗手，或者使用免洗

洗手液。不确定手是否清洁时，避免用手接触口鼻眼。打喷嚏或咳嗽

时，用手肘衣服遮住口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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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居室整洁，勤开窗，经常通风，定时消

毒。平衡膳食，均衡营养，适度运动，充分休息。不随地吐痰，口鼻

分泌物用纸巾包好，弃置于有盖垃圾箱内。 

（4）主动做好个人与家庭成员的健康监测，自觉发热时要主动测量

体温。家中有小孩的，要早晚摸小孩的额头，如有发热要为其测量体

温。 

（5）若出现发热、咳嗽、咽痛、胸闷、呼吸困难、乏力、恶心呕吐、

腹泻、结膜炎、肌肉酸痛等可疑症状，应根据病情，及时到医疗机构

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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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户户都得消毒吗？ 

不用，如果没有陌生人进屋，没有疫区回来的亲戚朋友

串门，没有病人，也没有人不舒服，就不用消毒了，常

通风、勤洗手、做好清洁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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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回家需要消毒吗？ 

不用，如果在外面摸了脏东西，别用手揉眼睛，抠鼻子，

也别把手放在嘴里。回家之后先洗手就行了，出门穿的

衣服、鞋可以放在门口，不用特殊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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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密切接触者？ 

与发病病例（疑似和确诊病例）有如下接触情形之一者属于密

切接触者： 

（1）与病例共同居住、学习、工作或其他有密切接触的人员。 

（2）诊疗、护理、探视病例时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的医护人

员、家属或其他与病例有类似近距离接触的人员。 

（3）病例同病室的其他患者及其陪护人员。 

（4）与病例乘坐同一交通工具并有近距离接触人员。 

（5）现场调查人员调查经评估认为符合条件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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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可疑暴露者？ 

可疑暴露者是指暴露于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的野生动

物、物品和环境，且暴露时未采取有效防护的加工、售

卖、搬运、配送或管理等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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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情况下，可以居家医学观察？ 

密切接触者或可疑暴露者须进行医学观察。医学观察包

括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目前，各地

主要采取的是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医学观察期限为被观

察对象自最后一次与病例发生无有效防护的接触或可疑

暴露后两周。观察期满未发病者可恢复正常的学习、工

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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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居家医学观察？ 

（1）将密切接触者安置在通风良好的单人房间，拒绝一切探访。 

（2）限制密切接触者活动，最小化密切接触者和家庭成员活动

共享区域。确保共享区域（厨房、浴室等）通风良好（保持窗户

开启）。 

（3）家庭成员应住在不同房间，如条件不允许，和密切接触者

至少保持1米距离。哺乳期母亲可继续母乳喂养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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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家庭成员进入密切接触者居住空间时应佩戴口

罩，口罩需紧贴面部，在居住空间中不要触碰和调整口罩。

口罩因分泌物变湿、变脏，必须立即更换。摘下并丢弃口

罩之后，进行双手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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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与密切接触者有任何直接接触，或离开密切接触者

居住空间后，需清洁双手。准备食物、饭前便后也均应清

洁双手。如果双手不是很脏，可用酒精免洗液清洁。如双

手比较脏，则使用肥皂和清水清洗。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 

居家防护 

如何进行居家医学观察？ 42 



（6）使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时，最好使用一次性擦手纸。如果没

有，用洁净的毛巾擦拭，毛巾变湿时需要更换。 

（7）偶然咳嗽或打喷嚏时用来捂住口鼻的材料可直接丢弃，或

者使用之后正确清洗（如用普通的肥皂/洗涤剂和清水清洗手

帕）。 

（8）家属应尽量减少与密切接触者及其用品接触。如避免共用

牙刷、香烟、餐具、饭菜、饮料、毛巾、浴巾、床单等。餐具

使用后应使用洗涤剂和清水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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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推荐使用含氯消毒剂和过氧乙酸消毒剂，每天频繁清洁、

消毒家庭成员经常触碰的物品，如床头柜、床架及其他卧室家

具。至少每天清洁、消毒浴室和厕所表面一次。 

（10）使用普通洗衣皂和清水清洗密切接触者衣物、床单、浴

巾、毛巾等，或者用洗衣机以60~90摄氏度和普通家用洗衣液

清洗，然后使上述物品完全干燥。将密切接触者使用的床品放

入洗衣袋。不要甩动衣物，避免直接接触皮肤和自己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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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戴好一次性手套和保护性衣物（如塑料围裙）再去清

洁和触碰被密切接触者的人体分泌物污染的物体表面、衣物

或床品。戴手套前、脱手套后要进行双手清洁及消毒。 

（12）若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出现可疑症状，应立即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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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出行防护 

 

 



外出活动时要注意什么？ 

（1）日常生活与工作出行人员，外出前往超市、餐馆等公共场所和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要佩戴口罩，尽量减少与他人的近距离接触。

个人独处、自己开车或独自到公园散步等感染风险较低时，不需要佩

戴口罩。 

（2）出现可疑症状需到医疗机构就诊时，应佩戴口罩，可选用医用

外科口罩，尽量避免乘坐地铁、公交车等交通工具，避免前往人群密

集的场所。就诊时应主动告知医务人员相关疾病流行地区的旅行居住

史，以及与他人接触情况，配合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相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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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远距离出行人员，需事先了解目的地是否为疾病流行地区。如

必须前往疾病流行地区，应事先配备口罩、便携式免洗洗手液、体温

计等必要物品。旅行途中，尽量减少与他人的近距离接触，在人员密

集的公共场所和乘坐交通工具时要佩戴KN95/N95及以上颗粒物防护

口罩。口罩在变形、弄湿或弄脏导致防护性能降低时需及时更换。妥

善保留赴流行地区时公共交通票据信息，以备查询。从疾病流行地区

返回，应尽快到所在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进行登记并进行医

学观察，医学观察期限为离开疾病流行地区后两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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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工具包括飞机、公交、地铁、火车等。 

（1）疾病流行地区公共交通工具的在岗工作人员应佩戴医

用外科口罩或N95口罩，并每日做好健康监测。 

（2）公共交通工具建议备置体温计、口罩等物品。 

（3）增加公共交通工具清洁与消毒频次，做好清洁消毒工

作记录和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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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持公共交通工具良好的通风状态。 

（5）保持车站、车厢内的卫生整洁，及时清理垃圾。 

（6）做好司乘人员的工作与轮休安排，确保司乘人员足够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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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应注意什么？ 

（1）佩戴口罩、手套。旅行人员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可佩

戴医用外科口罩（或其他更高级别的口罩），旅行结束时及时

弃用。有条件的旅行人员可选择佩戴手套，一次性使用手套不

可重复使用，其他重复使用手套需注意清洗消毒，可流通蒸汽

或煮沸消毒30min，或先用500mg/L的含氯消毒液浸泡30min，

然后常规清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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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卫生。注意手卫生，旅行人员在旅程中应加强手卫生，

旅程结束后需做手卫生。可选用有效的含酒精速干手消毒剂；

有肉眼可见污染物时应使用洗手液在流动水下洗手，然后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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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意保持距离。旅行人员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有条件时，

相互之间尽量保持一定距离。 

（4）积极配合工作人员。日常情况下，听从公共交通工作人员

的安排，做好个人防护。当有疑似或确诊病例出现时，听从工

作人员的指令，及时自我隔离，听从安排进行排查检测，不可

私自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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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途中如何防护？ 

正确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时，建议全程佩戴口罩。途中尽量避免用手触摸

车上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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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后如何做好防护？ 

下班后，要洗完手、佩戴好口罩再外出，回到家中摘掉

口罩后首先洗手消毒。手机和钥匙使用消毒湿巾或75%

酒精擦拭。居室保持通风和卫生清洁，避免多人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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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特定场所防护 

 

 



办公场所如何防护？ 

（1）工作人员要自行健康监测，若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可疑症状（包括发热、咳嗽、咽痛、胸闷、呼吸困难、

乏力、恶心呕吐、腹泻、结膜炎、肌肉酸痛等），不要带

病上班。 

（2）若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可疑症状者，工作人员

应要求其离开。 

（3）公用物品及公共接触物品或部位要定期清洗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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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场所如何防护？ 

（4）保持办公场所内空气流通。保证空调系统或排气扇运

转正常，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加强开窗通风换气。 

（5）洗手间要配备足够多的洗手液，保证水龙头等供水设

施正常工作。 

（6）保持环境卫生清洁，及时清理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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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和学校如何防护？ 

（1）返校前有过疫情高发地区（如武汉等地区）居住史或

旅行史的学生，建议居家观察两周期满再返校。 

（2）学生返校后应每日监测体温和健康状况，尽量减少不

必要外出，避免接触其他人员。 

（3）学生与其他师生发生近距离接触的环境中，要正确佩

戴医用外科口罩或N95口罩，尽量缩小活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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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校密切监测学生的健康状况，每日两次测量体温，做好

缺勤、早退、请假记录，如发现学生中出现可疑症状，应立刻向

疫情管理人员报告，配合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密切接触者管理和消

毒工作。 

（5）学校应尽量避免组织大型集体活动。教室、宿舍、图书馆、

活动中心、食堂、礼堂、教师办公室、洗手间等活动区域，建议

加强通风清洁，配备洗手液、手消毒剂等。 

（6）校方对因病误课的学生开展网络教学、补课，对于 

因病耽误考试者，应安排补考，不应记入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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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如何防护？ 

疾病流行期间建议养老机构实施封闭式管理，原则上不接

待外来人员走访慰问，老人不能离院外出，不再接受新入

住老人，必须外出的老人，回到养老院后应密切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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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如何防护？ 

（1）日常预防措施 

a.确保工作人员和护养老人掌握相关知识，避免共用个人物

品，注意通风，落实消毒措施。建立老人和工作人员的健康

档案，每日开展晨检和健康登记。 

b.工作人员一旦出现可疑症状，应立即停止工作并去医院就

诊排查，排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和其他传染性疾病后，方可

重新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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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建立探访人员登记制度，如探访人员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可

疑症状，应拒绝其探访。所有外来探访人员应佩戴医用外科口罩。 

d.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新鲜。至少每半日开窗通风30分钟以上；

不宜开窗通风时，应注意避免因室内外温差过大而引起感冒。 

e.倡导老人养成经常洗手的好习惯，确保环境清洁卫生。 

f.预备隔离房间，以供未来出现可疑症状的老人隔离治疗使用。

有症状的老人应及时予以隔离，避免传染给其他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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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老人出现可疑症状时 

养老院中有老人出现可疑症状时，该老人应及时单间自我

隔离，由医护人员对其健康状况进行评估，视病情状况送

至医疗机构就诊，并暂停探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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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就医相关知识 

 

 



哪些情况需要就医？ 

若出现可疑症状，应主动及时就近就医。可疑症状包括发

热、咳嗽、咽痛、胸闷、呼吸困难、轻度纳差、乏力、精

神稍差、恶心呕吐、腹泻、头痛、心慌、结膜炎、轻度四

肢或腰背部肌肉酸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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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诊流程是什么？ 

发热咳嗽的患者前来就诊，首先应到预检分诊处，由护士测量体

温。如果有发热、咳嗽，引导至发热门诊就诊，门诊医生会根据

患者的信息，在问诊与检查过程中，重点询问患者发病前2周的

旅行史和居住史，或是否与类似病例接触的情况，结合影像学和

实验室检测情况，若患者被确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病

例，就会被收治入院隔离治疗。同时采集咽拭子、痰液等标本进

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如果检测结果为阳性，则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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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诊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1）如果接触者出现可疑症状，要提前选择有发热门诊的

定点医院。 

（2）前往医院的路上，病人应该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N95

口罩。 

（3）如果可以，应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医院，路上

打开车窗。 

（4）时刻佩戴口罩和随时保持手卫生。在路上和医院时，

尽可能远离其他人（至少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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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诊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5）若路途中污染了交通工具，建议使用含氯消毒剂或过

氧乙酸消毒剂，对所有被呼吸道分泌物或体液污染的表面进

行消毒。 

（6）就医时，应如实详细讲述患病情况和就医过程，尤其

是应告知医生近期的武汉旅行和居住史、肺炎患者或疑似患

者的接触史、动物接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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