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疫情防控消毒消杀工作方案及流程
幼儿园疫情防控消毒消杀工作方案(精

选5篇)
方案可以帮助我们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明确目标的具体内
容和实现路径。那么方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以下是小
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疫情防控消毒消杀工作方案及流程篇一

1、普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知识，提高广大师生的防控
意识。

2、完善疫情信息报告制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
早治疗。

3、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及时防控疫情的发生和蔓延。

1、成立疫情防控工作小组，明确职责，落实任务。

成员名单及职责如下：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1、做好每日疫情(教工、幼儿人员)统计工作，严格执行疫情
日报制度，不得漏报、迟报、瞒报、错报，数据及时上报联
盟组组长，配合区教委做好联防联控工作。

2、各班主任每天上午十一点前在班长群里上报班级幼儿有无



发热情况。

3、完成每日两次体温检测：入园时、下午午睡后各一次。

4、完成每日消杀工作。

1、利用多种媒介，幼儿监护人每天上报幼儿及家人情况。

2、加强对个人健康生活习惯、防护措施等宣传，如：外出戴
口罩、加强消毒、打喷嚏捂住口鼻、尽量不外出、经常洗手
等。

3、注意增减衣物和均衡营养，加强锻炼，保证足够休息，增
强体质。

1、蓝色预警：幼儿园单个班出现2名(含)发烧儿童时，立即
请幼儿家长接回并上报。

2、蓝色预警：幼儿园单个班出现3名以上(含)、5名(含)以内
发烧儿童时，立即请幼儿家长接回并上报，建议关闭该班。

3、橙色预警：幼儿园单个班出现5名(含)发烧儿童时，立即
请幼儿家长接回并上报。关闭该班。

4、红色预警：幼儿或教职工一旦出现新冠肺炎疾病疑似或者
确诊病例，建议关闭幼儿园。

1、幼儿、工作人员出现发热等症状时，应及时就医并向班主
任汇报;幼儿园及时向疫情防控工作小组汇报，经医院诊断排
除传染病后才能回校上课、上班。

2、启动日报告制度，对发病幼儿及早隔离，学校各班级、各
部门应严格按程序逐级报告，确保信息畅通。

3、幼儿园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校内幼儿的疫情通报工



作。

4、加强对发热病人的追踪管理。疫情流行期间，教室、专用
教室等公共场所必须加强通风换气，并采取必要的'消毒措施。

5、防控信息报告程序：首先向幼儿园负责人报告，然后向分
管处长及教育局、疾控部门报告，明确疫情报告的范围和内
容，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疫情防控消毒消杀工作方案及流程篇二

公司成立疫情应急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并
制定出科学、可行的工作方案和应急方案，明确各操作环节
上的处理步骤、处理方法和具体责任。小组成员如下：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领导小组及公司全体职工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确保各项
工作落到实处。

领导小组要加强对全体职工的预防控制传染病等疫情知识的
教育，加强健康防护、知识教育，提高自我防范意识。要求
员工在认真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注意个人的健康防护。对
于发烧、咳嗽的员工，及时发现并建议其及时诊断出病因，
进行休息治疗，痊愈后再上班工作。

公司所有办公场所，按照领导小组和卫生防疫部门公布的有
关预防措施和要求，搞好各项卫生防疫工作。

1、综合管理部：做好所需的消毒药品，现场处理的防护用品



等物资的工作。

2、财务部：保障购买应急物资及必需品的资金。

3、业务部xx负责准确、及时向公司员工发布发生疫情的信息
和本公司疾病预防控制的、措施，做好员工防病知识宣传，
提高公司员工自我防范能力；认真了解社会不同时期存在的
疫情情况，做好疫情的宣传工作。

4、销售部及其他部门：保护易感人群，协调公司综合管理部
等各相关部门协同开展应急处置，确保在领导小组的统一指
挥下，使卫生防病和医学救护工作高效、有序进行。

5、x货场、x货场：做好所需的消毒药品，现场处理的防护用品
等物资的工作。根据发展公司发布的信息，准确、及时向公
司员工发布发生疫情的信息和本公司疾病预防控制的措施，
做好员工防病知识宣传，提高公司员工自我防范能力。认真
了解社会不同时期存在的疫情情况，做好疫情的宣传工作。

公司各部门要将预防可能出现的疫情作为工作重点，主要做
好以下两项工作：

1、通风工作：每天上、下午上班时，必须打开全部门、窗通
风；尽量不使用空调，要使用空调，必须定期换气。

2、消毒工作：除加强日常卫生保洁工作外，员工个人要注重
个人卫生。

1、疫情一旦发生，员工马上上报疫情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应
急小组及时向卫生部门汇报单位出现的疫情，并部署开展疫
情处理和进一步防治工作。

2、应急小组要及时把发生病情的员工送卫生部门进行救治，
根据防疫部门的部署开展疫情的控制工作。



3、对发生疫情的场所进行消毒处理，并根据疫情的情况建议
或强制发生病情员工接触到的员工到医院等卫生部门进行检
查，避免疫情的扩大。

4、疫情发生时，公司要以疫情的防治工作为重点，安全运行
部作为安全归口部门，要认真协调应急小组做好消毒等病原
体的消除工作，综合管理部要做好疫情防治的后勤保障工作。

5、疫情发生时应急小组要成立专人小组和工会部门一起做好
员工的教育和消除心理压力及正确引导性工作，确保疫情期
的尽早过去。

疫情防控消毒消杀工作方案及流程篇三

为规范化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全市重点场所消毒工作，切实保
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市疫情防控处
置工作指挥部安排部署，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医疗救治协调防
控组于8月27日在市城管局五楼会议室举办玉树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消毒专题培训会，培训会由青海省地方病所副主任医
师病赵元博、青海省地方病所副主任医师何莉霞主讲，四个
街道办、市公安局、市城管局、市卫健局、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市环卫公司、市政公司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培训会上，赵元博、何莉霞老师主要对常用消毒剂的种类、
消毒液配制、预防性消杀流程、消杀部位的选择及防护服的
穿戴方法和注意事项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讲解。现场进行演
示并解答学员的提问，会后参会人员分四组开始了紧张的练
习。

举办此次培训的目的主要是提升疫情防控消毒组工作人员的
消毒工作技能，强化消毒队伍建设，提升消杀质量，提高常
态化疫情防控消毒应急处置能力。通过今天的学习，使我们
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了消毒工作的重要性，参会人员要将所学
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中去。



各职责单位要继续做好新冠病毒疫情防控预防性消毒督导检
查工作，重点加强对商超、农贸市场、隔离区域外围、垃圾
收集容器、公厕等重点区域的预防性消毒检查。当前，全市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各成员单位一定要履职尽责，落实落细
属地管理责任、行管部门责任，扎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

疫情防控消毒消杀工作方案及流程篇四

为做好复学疫情防控工作，营造干净、整洁的校园环境，根
据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并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校园环境综合整治。

返校复学后校园进行全面清理打扫，重点对教学楼、宿舍楼、
行政楼、招待所、学生事务中心、门岗、主干道等人群较多
区域开展卫生及消杀工作，定期对值班室、楼宇大厅、楼梯
间、走道、电梯、校车、卫生间等疫情高风险区域进行及时
消杀和通风。及时清运校园垃圾，不堆放或囤积垃圾。

(二)保持下水管网畅通。

提前做好挖沟排水、除杂去污、疏通下水、清理化粪池等保
障工作，化粪池每一个月掏一次，并做好密封工作，为即将
到来的梅雨季提前做准备，避免下水管网淤积不畅通。

(三)保持校园环境卫生

2.教学楼公共部分卫生每天清理并消毒(含教室)，并有记录。

3.定期清理房屋明沟、绿化带、马路上的纸屑果皮及其他垃
圾。

4.严格控制蚊蝇的滋生地，以免传播疾病。



5.校园绿化带定期剪枝，并将废枝及时清理。

(一)消毒通风重点场所：教学楼、宿舍、行政楼、事务中心、
图书馆以及其他各楼宇。

(二)消毒通风周期：公共区域每天开展通风消毒工作，其他
区域以复学前每5天消毒、封闭、开门窗通风为一个周期，学
生返校复学后每7天一个周期，确保环境卫生全方位覆盖，不
留死角。

(三)消毒具体要求

1.消毒范围：室内地面、阳台、卫生间及各个卫生死角。(如
果同学有其它的消毒要求，可以通知工作人员，消毒时多加
注意。)

2.所有参加消毒的工作人员，都要进行相关的知识培训，确
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顺利完成消毒工作。

3.消毒水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求进行稀释，消毒时进出宿舍
必须两人以上，消毒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消毒时要爱护同学们
的物品，消毒要仔细认真，喷洒到位。

4.工作人员消毒前，应确保所有门窗是关闭的，使消毒水作
用发挥到最大，消毒后，可能会有残留消毒水的气味48小时
后开窗通风。

(四)消毒通风管理的具体要求

1.每栋宿舍楼由楼长负责，每次消毒都要有详细记录并签字。

2.楼宇管理中心对每次消毒后的楼栋进行检查验收，并将检
查结果公布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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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消毒消杀工作方案及流程篇五

为进一步做好我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聚集性疫情的消毒处置
工作，消灭传染源，确保防控效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传染病防治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
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xx）和
《疫源地消毒总则》（gb19193-20xx）等相关法律法规等的要
求，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适用范围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医疗机构、学校、商场等各类
人群密集场所应做好预防性消毒，预防传染病的发生。

（二）消毒对象及方法的选择。

针对消毒对象和消毒现场的不同情况，选择合适的消毒方法
与消毒剂开展消毒工作，一般情况下消毒剂有效氯含
量500mg/l即可。所用消毒产品应当符合国家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的管理要求，以确保消毒效果。

1.环境物体表面，可选择含氯消毒剂、二氧化氯消毒剂等擦



拭、喷洒或浸泡消毒。

2.手、皮肤的消毒，建议选择有效的消毒剂如碘伏和过氧化
氢消毒剂等手皮肤消毒剂或速干手消毒剂擦拭消毒。

3.室内空气消毒，可选择过氧乙酸、二氧化氯、过氧化氢等
消毒剂喷雾消毒。

4.污水，一般采用投加含氯消毒剂的方法消毒，通过总余氯
量确保消毒效果。

5.污染物（血液、分泌物、呕吐物和粪便等），可选择投加
漂白粉、消毒粉或含氯消毒剂的方法消毒。

（三）个人防护用品及消毒设备

预防性消毒需要以下物品：

95/n95颗粒物防护口罩或医用防护口罩

2.长袖橡胶手套

3.长筒胶靴

4.护目镜（防护面屏）

5.手消毒剂

6.医用手套

7.常量喷雾器

8.超低容量喷雾器

（四）消毒工作程序



按照规定穿戴好个人防护用品，采用常量喷雾器、超低容量
喷雾器对室内环境物体表面和空气进行消毒；消毒顺序首先
为地面物体表面先外后内，先上后下、从左到右，其次再进
行空气消毒由内到外，再边打边退出，密闭作用1小时以上，
通风30分钟以上即可。

（一）集中隔离点消毒。

少量污染物可用一次性吸水材料（如纱布、抹布等）沾
取5000mg/l-10000mg/l的含氯消毒液（或能达到高水平消毒
的消毒湿巾/干巾）小心移除。大量污染物应使用含吸水成分
的消毒粉或漂白粉完全覆盖，或用一次性吸水材料完全覆盖
后用足量的5000mg/l-10000mg/l的含氯消毒液浇在吸水材料
上，作用30分钟以上（或能达到高水平消毒的消毒干巾），
小心清除干净。清除过程中避免接触污染物，清理的污染物
按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患者的排泄物、分泌物、呕吐物等应
有专门容器收集，用含20000mg/l含氯消毒剂，按粪、药比
例1:2浸泡消毒2小时。清除污染物后，应对污染的环境物体
表面进行消毒。盛放污染物的容器可用含有效氯5000mg/l的
消毒剂溶液浸泡消毒30分钟，然后清洗干净。

3.污水消毒处理。

有集中污水处理系统的集中医学观察场所可直接利用现有污
水系统；无污水处理系统的，病人的排泄物、分泌物要用专
门容器收集并及时消毒处理。集中医学观察场所应具有独立
化粪池，污水在进入市政排水管网前，进行消毒处理，定期
投放含氯消毒剂，消毒1.5小时后，总余氯量不低于10mg/l;
如无独立化粪池，则用专门容器收集排泄物，消毒处理后再
排放。粪便处理时用20000mg/l含氯消毒剂，按粪、药比
例1:2浸泡消毒2小时；若有大量稀释排泄物，应用含有效
氯70%-80%的漂白粉精干粉，按粪、药比例20:1加药后充分搅
匀，消毒2h消毒后污水应当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8466-2005）中传染病医院的要求。

（二）社区单位和家庭消毒。

首先要做好通风换气，建议每天通风2-3次，每次不少于30分
钟。地面每天湿拖1-2次，使用250mg/l-500mg/l含氯消毒剂
进行拖地；桌椅、门把手、电梯间等经常接触的物体表面每
天可用250mg/l-500mg/l的含氯消毒液擦拭或喷洒消毒一次；
洗手池、便池等每天至少清洗并消毒1次；餐饮具主要采用煮
沸消毒或流通蒸汽消毒，至少15分钟；儿童玩具每周至少消
毒一次；消毒完后用清水擦拭。

（三）集贸市场等重点场所消毒。

1.农贸市场要按照“一日一清洗、一周一消毒、一月一休
市”的原则开展清洗消毒工作，具体消毒方法可参考“病家
消毒”中的物体表面消毒内容，部分密闭的房间、摊位等可
结合空气消毒方法开展消毒工作。

2.下水道消毒。集贸市场下水道等重点场所要定期使
用1000mg/l-2000mg/l氯消毒剂，100ml/m2-300ml/m2用量
进行常量喷雾消毒。对于市场内如有动物(带皮毛)宰杀行为
的，则应先清洗相关环境及物体表面，再进行消毒处理。

（四）手卫生。

采取流水肥皂或洗手液，按六步洗手法勤洗手，如手接触到
污染物，可用0.5%碘伏溶液，擦拭2遍，作用1-3分钟；也可
用合醇、含氯或过氧化氢类的`免洗手消毒剂涂擦，自然干燥。

（五）个人防护要求

1.特殊场所环境清洁消毒。



特殊场所（包括病家、遗体、医疗机构、集中隔离点等）的
环境清洁消毒人员建议穿戴工作服工作服、一次性工作帽、
一次性手套和长袖加厚橡胶手套、医用一次性防护服、医用
防护口罩(n95及以上)或动力送风过滤式呼吸器、护目镜或防
护面屏、工作鞋或胶靴、防水靴套、防水围裙或防水隔离衣，
使用动力送风过滤式呼吸器时，根据消毒剂种类选配尘毒组
合的滤毒盒或滤毒罐，做好消毒剂等化学品的防护。

2.单位及家庭消毒。

单位和家庭环境清洁消毒人员建议穿戴工作服、工作帽、一
次性手套和长袖加厚橡胶手套、一次性外科口罩、工作鞋或
胶靴，有条件的可佩戴护目镜。

终末消毒

（一）消毒对象

新冠肺炎确诊病人/疑似病人住院或死亡后、无症状感染者，
转移至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或核酸检测转阴后，应对其
活动过的场所、接触过的物品进行终末消毒。应对随时排出
的污染物及其污染的物品，进行随时消毒处理，做到“三分
开”和“六消毒”。“三分开”包括病人住室、饮食、生活
用具分开；“六消毒”包括病人的分泌物或排泄物、生活用
具、双手、衣服和被单、病家居室环境以及生活污水、污物。

（二）消毒工作程序

1.按照规定穿戴好个人防护用品，观察现场，划定污染区和
清洁区。

2.测量估算需消毒面积、体积，计算消毒剂用量，配置消毒
液。



3.先消毒一条通道，进入室内进行消毒前采样，包括空气和
物体表面样品。

4.分别采用常量喷雾器、超低容量喷雾器对室内环境物体表
面和空气进行消毒；消毒顺序为先外后内，先上后下、从左
到右，从污染轻到重，再边打边退出，密闭作用1小时以上；
消毒重点为门、地面、家具、墙壁、污染物等。

5.消毒后按规定穿戴好个人防护用品，再次进行空气和物体
表面采样。

6.按照防污染的原则脱卸个人防护用品。

（三）消毒方法

1.室内空气。

使用500mg/l二氧化氯或3%过氧化氢或5000mg/l过氧乙酸等
消毒液，按20ml/m3-30ml/m3的用量，选用超低容量喷雾器，
无人的情况下进行空气消毒，关闭门窗作用1小时，开窗通
风20分钟以上。

2.环境物体表面。

环境物体表面使用1000mg/l含氯消毒剂或500mg/l二氧化氯，
按100ml/m2的用量进行常量喷雾消毒，作用1小时以上，消
毒完毕后对不耐腐蚀的物品再用清水进行冲洗或擦拭。

3.织物。

先用有效氯500mg/l的含氯消毒液浸泡30分钟，无利用价值的
织物按医疗垃圾处理，需重复使用的，按常规洗涤。

4.餐（饮）具。



使用500mg/l含氯消毒剂进行浸泡消毒，作用30分钟后，再用
清水冲净。

5.污水。

具有独立污水收集设施时，在进入市政排水管网前需进行消
毒处理，定期投加含氯消毒剂，池内投加含氯消毒剂（初次
投加，有效氯40mg/l以上），并确保消毒1.5小时后，总余氯
量达10mg/l。

6.粪便。

稀薄粪便：每升粪便加25g漂白粉，搅匀放置2小时或每升粪
便加入1l的浓度为20g/l有效氯消毒剂溶液，混匀后，作用2小
时。成型粪便：每公斤粪便加入2l的浓度为50g/l有效氯消毒
剂溶液，混匀后，作用2小时，或者集中无害化处理。

（四）个人防护

1.防护用品穿戴要求。

管理人员进入办公区域相关场所时采取一级防护，穿戴医用
外科口罩、工作服，必要时戴手套；终末消毒前进入监管区
域各监区时采取二级防护，穿戴kn95/n95颗粒物防护口罩或
医用防护口罩、防护服、手套、鞋套、护目镜或防护面屏。
消毒人员采取二级防护，穿戴kn95/n95颗粒物防护口罩或医
用防护口罩、防护服、长袖橡胶手套、长筒胶靴、护目镜。
评价人员采取二级防护，穿戴kn95/n95颗粒物防护口罩或医
用防护口罩、防护服、一次性手套（双层）、鞋套、护目镜。

2.手卫生。

相关工作人员应加强手卫生措施，按六步洗手法勤洗手，每
次用流动水洗手不少于15秒。必要时可选用含醇速干手消毒



剂或醇类复配速干手消毒剂，或直接用75%乙醇进行擦拭消毒；
醇类过敏者，可选用季铵盐类等有效的非醇类手消毒剂；特
殊条件下，也可使用3%过氧化氢消毒剂、0.5%碘伏等擦拭双
手。

低温消毒

（一）低温消毒剂特性

1.低温消毒剂（-18℃）。

（1）主要成分：包括二氯异氰尿酸钠、氯化钙和乙醇。现场
使用时，-18℃低温消毒剂中有效氯浓度为0.3%（3000mg/l），
无水氯化钙的含量为25%，乙醇的含量为9.5%（详见表1）。

（2）剂型：二元包装，粉剂和液体。a剂为二氯异氰尿酸钠粉
剂，b剂是氯化钙和乙醇的混合溶液。

2.低温消毒剂（-40℃）。

（1）主要成分：包括二氯异氰尿酸钠、氯化钙、乙醇、乙二
醇和苯扎氯铵。现场使用时，-40℃低温消毒剂中有效氯浓度
为0.5%（5000mg/l），无水氯化钙的含量为30%，乙醇9.5%，乙
二醇9.9%，苯扎氯铵0.09%（详见表2）。

（2）剂型：二元包装，粉剂和液体。a剂为二氯异氰尿酸钠粉
剂；b剂是氯化钙、乙醇、乙二醇和苯扎氯铵的混合溶液。

（二）低温消毒剂使用范围

低温消毒剂（-18℃）适用于-18℃及以上低温环境和物品外
包装表面消毒；低温消毒剂（-40℃）适用于-40℃及以上低
温环境和物品外包装表面消毒。



（三）低温消毒剂配置方法

低温消毒剂为二元包装，剂型为粉剂a和液体b，严格按照配方
进行配比，低温消毒剂（-18℃）生产时先将氯化钙溶于水，
充分溶解后过滤，再加入乙醇，充分搅拌、混匀、过滤，形
成液体b剂；低温消毒剂（-40℃）生产时先将氯化钙溶于水，
充分溶解后过滤，再加入乙醇、乙二醇、苯扎氯氨，充分搅
拌、混匀、过滤，形成液体b剂。

原料和配置过程是生产合格的关键，加强生产过程中的质量
控制，把好原料质量关，严格按照配方配制，确保低温消毒
剂高质低价。

（四）低温消毒剂使用方法

现用现配，使用时将a剂用适量水充分溶解后，加入b剂，搅
拌均匀，形成澄清透明液体，无析出，无沉淀。

1.高寒地区环境与大型物体表面。

用常量喷雾器进行喷洒消毒，喷洒量约200～300ml/m2，确保
低温消毒剂足量全覆盖消毒对象，消毒作用10min。

2.冷链运输车（含集装箱）。

冷链运输车保温车厢内壁和冷链集装箱内壁，用常量喷雾器
进行喷洒消毒，喷洒量约200～300ml/m2，确保低温消毒剂足
量全覆盖消毒对象，消毒作用10min。

车厢门把手和集装箱把手等特殊部位可进行擦拭消毒，确保
低温消毒剂足量全覆盖消毒对象，消毒作用10min。

3.冷库。



用常量喷雾器进行喷洒消毒，喷洒量约200～300ml/m2，确保
低温消毒剂足量全覆盖消毒对象，消毒作用10min。

4.冷冻货品外包装。

（1）喷洒消毒：用常量喷雾器进行手工喷洒消毒，或与合适
的消毒设备配套使用，喷洒量约200～300ml/m2，确保低温消
毒剂足量全覆盖货品外包装，消毒作用10min。

（2）浸泡消毒：体积较小且耐潮湿的货品外包装，可直接放
入低温消毒剂中，确保货品外包装全部浸没，消毒作
用10min。

（3）擦拭消毒：根据实际需求，也可对外包装六面进行消毒，
确保低温消毒剂足量覆盖货品外包装，消毒作用10min。

（五）低温消毒剂使用注意事项

1.严格按照使用范围和使用方法进行消毒处理，严禁超范围
使用，建议使用前测定有效氯含量。

2.机械化低温消毒时，应当调试消毒设备，使其与低温消毒
剂合理配套，确保低温消毒剂足量全覆盖外包装六面；首次
使用时，应当做好现场消毒效果评价，消毒效果合格，方可
使用。

3.低温消毒时，应当加强消毒工作人员的技术培训，确保消
毒操作规范，达到消毒剂足量全覆盖。

4.有机物对消毒效果影响较大，在消毒对象污染严重时，用
低温消毒剂冲洗或浸泡后再做处理，严禁喷洒或擦拭消毒。

5.低温消毒剂的配制、分装和使用时，应当严格做好个人防
护，穿戴工作服、口罩、手套等，避免接触皮肤。



6.低温消毒剂为外用消毒剂，不得口服，置于儿童不易触及
处，如不慎溅入眼睛，应当立即用水冲洗，严重者应当立即
就医。不得与易燃物接触，应远离火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