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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进一步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下 

  医疗管理和院感防控有关工作的通知 

   

  吉防办发〔2020〕79号 

   

   

各市（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长白山开发区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梅河口市、公主岭市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目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全省疫情防控工作仍然存在不确定

性。为切实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健全及时发现、快速处

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的常态化防控工作要求，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常态化防控形势下发热门诊等医疗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

函〔2020〕452 号）精神，现就加强医疗管理，做好院感防控有关工作要求通

知如下： 

  一、加强预检分诊和发热门诊管理 

  严格落实“四早”要求，进一步完善预检分诊工作制度，充分发挥医疗机

构发热门诊“哨点”作用。在门急诊规范设置预检分诊点，将发热患者和高度

怀疑新冠肺炎患者规范转移到发热门诊就诊。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医务人员

要做好“守门人”，对于所有到门（急）诊、发热门诊就诊的患者，必须扫

“吉祥码”和“行程码”，对 14 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患者或发热门诊就



诊患者，要全部进行核酸检测。对于待排除和疑似病例要第一时间进行单独隔

离医学观察，收入留观病房，单独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加强发热门诊的人员配

置，选派副高以上、有经验的呼吸科、影像科等科室医生充实到发热门诊，提

高发热门诊诊疗水平。发热门诊实行领导带班制度，对排除新冠肺炎的病例，

必须经院内专家组会诊并经带班领导审批后方可解除，坚决杜绝新冠肺炎漏诊

漏治情况发生。 

  二、做好医疗救治准备 

  各地要统筹属地医疗资源，坚持“四集中”原则，做好局部疫情暴发的应
急准备。将新冠肺炎救治能力建设与医疗机构呼吸道传染病整体防治策略结合

起来，摸清医疗资源底数，选择医疗实力较强的医疗机构进行集中改造，完善

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和重症救治定点医院设置，做好后备定点医院准备。全

方位提升医疗机构重症医学科、呼吸科、检验科、影像科等学科实力，根据属

地人口基数保证改造病房数量，确保新冠救治疗区传染病救治和防控流程合

理，做好医疗重症救治设备和防护物资储备。选择多学科医疗人员组建新冠肺

炎集中救治医疗团队，明确医疗队行政管理和医疗管理组织架构和职责分工。

做好新冠肺炎治愈患者康复机构的准备，参照呼吸道传染病病房布局流程，合

理进行设计规划和布局，提供中医药诊疗服务。 

  三、提升核酸检测能力 

  所有三级公立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以及县医院要开展核酸实验室建设，

迅速达到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条件。医疗机构要对发热门诊患者、新住院患者及

陪护人员、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等，按照“应检尽检”的原则，全部开展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相关检测费用由各地政府承担，特别是对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患者

及其指定陪护人员住院前核酸检测费用，要优先给予解决，具体操作流程由属

地自行制定。要进一步提高核酸检测质量，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和质量控

制，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要 12小时内报告结果，医院自身能够开展核酸检测的，

要进一步缩短结果报告时间，及时释放医疗资源。通过开展核酸检测，及时发

现新冠病毒感染者，实现精准防控。 

  四、严格医院感染防控 

  各医疗机构在严格落实标准预防的基础上，强化接触传播、飞沫传播和空

气传播的感染防控，改善医疗环境的分区布局，落实“三区两通道”要求。应

当规范消毒、隔离和防护工作，储备质量合格、数量充足的防护物资，如消毒
产品和医用外科口罩、医用防护口罩、隔离衣、眼罩等防护用品，确保医务人

员个人防护到位。正确选择和佩戴口罩及手卫生是医院感染防控的关键措施。

各医疗机构应当对感染防控重点部门，特别是易发生输入性疫情和聚集性疫情

的重点环节，以及防控基础设施、基本流程逐一进行梳理排查，对发现的问题

和风险点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责任部门、责任人和整改时限，进行逐一销

号管理。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对医疗机构院内感染排查整顿工作进行指导督

导，开展抽查，抽查对象不仅要包括新冠肺炎诊疗定点医院，还要包括非定点

医疗机构，将辖区内院内感染发生风险降到最低，有效预防和控制院内感染。 



  五、深化平安医院建设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防范意识，密切关注、严密防范疫情防控期间的

各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尤其对侵犯医务人员人身安全、扰乱正常医疗秩序的

行为依法予以严肃查处、严厉打击，为医务人员和广大患者创造良好诊疗环

境，全力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重点督促指导承接疫情防控工作的医疗
卫生机构强化安保工作，根据需要组建应急安保队伍，重点加强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医院发热门诊、隔离病房等人流密集的重点诊疗区域安全保卫工作。各

地公安机关要全面提升定点救治医疗卫生机构勤务等级，强化显性用警，加强

巡逻防控，并按照“一院一专班”要求，指导医疗卫生机构落实各项安全防范

措施，确保医务人员和医疗卫生机构安全。主动排查调处化解各类医患矛盾纠

纷，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严防“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加强医疗质量监

管，坚持以病人为中心，创新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效率。开展对医务人员的进

修培训，提高医疗救治能力水平，开展优质护理服务，进一步提高护理管理水

平。结合新冠疫情开展全员培训和重点人员培训及演练，提高医务人员对新冠

肺炎病例早期识别和鉴别诊断能力，提高医务人员重症救治能力和个人防护能

力，确保医疗质量和安全。 

  六、化解“疫后综合征” 

  各地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兜住民生底线，更加关心关爱

困难人员、困难群体，做好患者家属心理疏导，加强心理危机干预。要加强宣
传引导，提供心理热线服务，引导群众倾听、倾诉，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通过

适当的运动来调整身心状态。保持适度卫生习惯，进行放松训练，必要时寻求

专业人员的帮助。各医疗机构要高度重视、客观评估“疫后综合症”的发生，

为需要的人员提供心理支持与疏导服务，并按轻重程度进行分级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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