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监测方案报告(通用7篇)
为了确保事情或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通常需要预先制定一份
完整的方案，方案一般包括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工作重点、
实施步骤、政策措施、具体要求等项目。我们应该重视方案
的制定和执行，不断提升方案制定的能力和水平，以更好地
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策划
书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监测方案报告篇一

一、成立xx市林业局野猪非洲猪瘟监测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全市野猪非洲猪瘟监测防控日常工作。

组长：xxx

副组长：xxx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xx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
站。

二、各乡镇、办事处林业站要立即成立野猪非洲猪瘟监测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主管领导担任，为野猪非洲猪瘟监
测防控领导小组第一责任人，其他组成人员自行研究确定，
并立即上报市林业局备案。

三、各乡镇、办事处林业站要在野猪非洲猪瘟监测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领导下，立即启动辖区内野猪非洲猪瘟调查监测和
防控巡护工作，加强组织领导，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制度和24
小时值班制度。

四、各乡镇、办事处林业站要在野猪非洲猪瘟监测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领导下，立即启动辖区内野猪本底调查工作，具体



调查工作内容如下：

1、对凡是有人工养殖野猪的休闲度假山庄、人工繁育场所、
专业化养殖厂、家庭养殖户等，开展野猪本底调查，在8月17
日前，将调查结果上报至市林业局。

2、对有野猪分布的野外区域，开展摸底调查，尽量摸清野猪
的总体数量，分布概况以及出现频次最高的地域。在8月17日
前，将摸底情况上报至市林业局。

五、目前，野猪非洲猪瘟监测防控工作已经由非重点监测防
控时期上升为重点监测防控时期，各乡镇、办事处凡是有野
猪分布、野猪养殖、野猪展演等情况的，均实行日报告制度，
严禁瞒报、谎报、漏报、迟报现象发生，影响野猪非洲猪瘟
监测防控工作。各乡镇、办事处林业站要在每日13:30分前，
将野猪非洲猪瘟监测防控工作信息以电话方式上报至市林业
局。

非洲猪瘟对野猪种群和生猪养殖业危害巨大，发病死亡率高
达100%。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非洲猪瘟疫情的爆发具有
明显的季节性，夏秋季节通报的病例最多。

各乡镇、办事处林业站要充分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当前野猪
非洲猪瘟监测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野猪非洲猪瘟
监测防控工作作为现阶段重点工作来抓，切实强化日常调查
监测和防控巡护工作，细化落实岗位责任，确保一旦发现异
常情况，做到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第一时间
处置，坚决防止疫情发生，确保人民财产安全。

野猪非洲猪瘟监测防控工作信息上报联系人：xxx。

xx市林业局

20xxx年8月14日



药品监测个人简历范文

关于县疾控中心对学校监测事项公告范文

关于会议接待方案范文

关于土木工程的结构监测思考的论文

开展药品不良反应监测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研究

汽轮机安全监测系统

环境监测求职简历模板

关于绩效考核方案范文

关于家访工作方案范文

监测方案报告篇二

1、监测新生儿医院感染发病率；

2、发现医院感染流行和暴发；

3、评价控制效果。

监测对象为住在新生儿

监测总体入住新生儿医院感染率。

1、前期准备工作监测开始前对微生物室及新生儿室、病房的
主任说明该项目的意义和方法，取得支持和配合。



2、医务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对参与高危新生儿医院感染监测科
室的医护人员进行培训，掌握器械相关感染的诊断标准。

3、各级人员职责与任务为了能保证高危新生儿医院感染调查
工作顺利进行，资料准确、详尽，需要各级人员积极配合，
各级人员职责与任务如下。

（1）质控医生每日观察患儿病情变化，按要求正确采集标本
并及时送检。标本应在采集后1小时内送往实验室（厌氧培养
要在10分钟内送检）。通知医院感染监控专职人员。

（2）质控护士：每日观察并登记新生儿生命体征及病情变化，
填写“新生儿医院感染监测表”。

（3）微生物室工作人：接收标本时应初步确认送检标本是否
合格。在检测标本时应确认标本合格后才进行相应检测，严
格遵守检验操作规程。

感控专职人员对数据进行整理每季度反馈，定期与科室进行
交流，提出合理建议及整改措施。

关于监测方案范文汇编七篇

关于会议方案范文锦集五篇

关于会议方案范文锦集五篇

关于会议方案范文锦集六篇

监测方案报告篇三

为了解我县儿童预防接种后的血清学效果和疫苗可预防疾病
的人群免疫屏障水平，进一步评估疫苗接种率和接种质量，
做好疫苗可预防疾病的控制工作，根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



种管理条列》和《预防接种工作规范》，特制定县人群免疫
水平监测方案。

目标人群针对乙肝、麻疹、风疹和甲肝等传染病的免疫水平。

（一）范围：镇、镇、乡。

监测对象及人数三个乡镇3-14岁儿童共计120名儿童。乡（镇）
监测目标人群数见附表1。每个年龄组，各种国家免疫规划疫
苗的针对传染病监测样本量为40份。年龄组中各年龄段采样
应均衡。

（一）调查方法随机抽取3-4岁、5-6岁、7-14岁儿童各40名，
每个年龄组随机均衡抽取城镇和乡镇儿童，年龄组中各年龄
段采样人数应均衡。

(二)调查时间：20xx年10月12日-15日

（一）对调查目标儿童均填写《疫苗针对传染病监测个案调
查表》（附表2），儿童疫苗接种史可在儿童预防接种客户端
导出，或根据儿童接种证、卡、册等资料准确登记，由各乡
镇专干负责填写。

（二）采血调查的组织工作

由疾控中心的专业人员负责采集血液标本，采样编号由9位数
字组成，前6位是县（市）国标码，后3位是监测儿童数。

（三）采血要求

无菌采血，对所有调查对象均采集静脉血4毫升，及时分离血
清，注意离心时避免发生溶血现象，离心后立即将血清冷冻
（避免反复冻溶），要求冻存在螺口管内；每份血清不少于2
毫升，管子上要标清楚序号，并和送检单上序号一致。冷藏



运输，-20℃保存待检。

药品监测个人简历范文

会议方案范文汇总九篇

会议方案范文汇总六篇

会议方案范文汇总五篇

会议方案范文汇总八篇

监测方案报告篇四

重点：让学生了解，虽然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不可避免、不可
抗拒的，但充满智慧的'人类通过各种先进的科技手段（如rs、
gis、工程和非工程防御等）对灾害进行监测和防御，是可以
起到防灾、减灾作用的。

难点：地理信息系统在防灾减灾中的作用。

1．概念：

自然灾害监测系统是由、区域及等各级组织，通过对自然灾
害进行监测和分析的网络系统。

2．作用：、灾中跟踪、以及提出。

3．世界和我国灾害监测系统的发展情况

1．遥感（rs）技术的特点：

观测范围广、信息获取量大、、实时性好和等。从空间尺度
看，遥感具有全球观测能力，可从、和角度获得全球自然灾



害的观测数据；从时间尺度看，在遥感平台上能够对地球进
行同步观测，可获得地球表层及其的灾害信息。

2、应用范围：

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军事、生活等各个方面，重点用于、
及台风灾害等监测。

1．信息集成与分析：

主要是对各种监测系统提供的信息进行和分析，具有空间定
位、和分析的功能。

2．灾害评估与预报：

对自然灾害进行、、、灾害损失调查、等，还可以为制定减
灾预案和指导灾后重建工作提供依据。

3．rs与gis结合为减灾救灾提供可靠、高效的服务

（1）概念：

是通过国际组织和各个国家的和、各级行政部门的减灾管理
以及等途径，控制和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2）“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

（3）我国非工程性防御措施的发展及成就

（1）概念：工程性防御措施是通过修建防灾工程，改变自然
灾害系统，最终达到减灾的目的。

（2）工程性措施的三种方式：

改变地表环境，防止或减轻自然灾害的强度



可以阻隔或控制灾害与人口、财产等的直接相遇

可以改变财物等的特性，提高抗灾性能，减少灾害损失。

区别：“硬件”和“软件”的差别。

联系：二者在防灾减灾中的地位同等重要，只有相辅相成，
才能起到最好的防灾效果。

监测方案报告篇五

为进-步做好我乡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根拋《****县疾控
中心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我乡实际情
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系统、连续地收集整理，分析食源性疾病（包牯食物中毒）
事件，疑似食源性疾病异常病例/异常健康取件发布及其影响
因素，并将信息及时上报和反馈，全面掌握食源性疾病的发
生情况，及时调整食品安全监管措施。

在全乡范围内开展食源性疾病监测，包括食源性疾病(包括食
物中毒）事件，疑似食源性疾病异常病例/异常健康事件发布
及其影响因素。

食品化学性污染物和有害因素监测方法见《食品化学性污染
物和有害因素监测工作手册》，食源性致病尚菌监测方法见
《食源性致病菌监测工作手册》,《食品化学性污染物和有害
因素监测工作手册》及《食源性致病菌监测工作手册》另行
下发。

****中心卫生院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及其分工。

副组长:********vvvv



成员：********vvvv

********vvvv

********vvvv

********vvvv

1、****副院长负责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协调工作，所
有工作组人员统一由其调遣，分工合作。

2、、****负责制定《****中心卫生院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实施
方案》，做好各项工作痕迹资料的整理保存。

3、化验室、****负责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采样，样品的监测
及送检工作，并对整个采样过程和样品的监测进行质量控制。

4、办公室负责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后勤保障工作。

药品监测个人简历范文

会议方案范文汇总九篇

会议方案范文汇总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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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方案报告篇六

为了加强地震监测工作,提高地震短临跟踪预测能力与水平,
减轻地震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根据我县实际，制定我局
地震短临跟踪工作方案。



省20xx年度地震趋势会商会确定的地震趋势意见中涉及我州
部分县，尤其是20xx年发生“11.22”康定6.3级和“11.25”
康定5.8级地震，表明我州及邻区在20xx年度地震活动水平增
强的可能性较大，防灾减灾部门应当高度重视地震短临跟踪
工作。

以强化重点危险区震情短临跟踪为重点，以科学把握重点危
险区及其周边异常和震情形势变化，为地震短临预测预报作
出努力，最大限度地减轻地震灾害损失。

（一）依据全省20xx年度地震趋势会商会确定的重点危险区
和州防灾减灾局关于印发《20xx年度地震短临跟踪监测工作方
案》的通知（甘减灾发〔20xx〕3号）要求，我县在所划定的
重点危险区内，因此必须加强地震微观、宏观监测工作。

（二）严格震情值班制度。严格实行24小时震情值班制度，
切实搞好防灾减灾局现有通讯工具的管理和维护，确保震情
监测、地震应急信息传送畅通。

(三)按照《省地震局关于加强市县地震监测预报和震情跟踪
工作的通知》和《州防灾减灾局关于印发20xx年地震短临跟
踪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积极争取人员配备和经费投
入，确保有人做事，有条件做事。

地震短临跟踪工作要在州防灾减灾局和县委、县人民政府的
领导下进行，县防灾减灾局成立地震短临跟踪监测工作领导
小组。

县防灾减灾局局长

县防灾减灾局副局长

县防灾减灾局工作人员



各乡镇防灾减灾助理员

按照省地震局、州防灾减灾局对地震短临跟踪监测工作的总
体部署和要求，研究协调解决我县地震短临跟踪监测工作重
大问题；开展地震短临跟踪监测相关工作；督促指导各乡镇、
县级各单位地震短临跟踪监测工作。通过强化地震监测，捕
捉地震前的各种微观、宏观异常现象，充分有效地分析异常
特征，为上级防灾减灾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及时准确地作
出地震短临预报提供依据。

按有关要求及规定对震情进行监测与分析速报，尤其是要加
强对地方震、近震以及震群的监测和速报工作，出现震情必
须按规定速报州防灾减灾局，对未按规定速报和上报的要追
究值班人员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各乡（镇）防灾减灾助理员，要认真做好本地区地下水、动
物、气象等宏观异常信息的捕捉、收集、上报与核实工作。
县防灾减灾局将根据上报的宏观异常情况及时的收集汇总，
组织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及时做出分析意见，并写出宏观异
常情况报告上报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州防灾减灾局。

综合各种地震宏观、微观异常情况，坚持震情会商制度，按
时将会商意见速报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州防灾减灾局。若出
现明显异常或发生紧急震情，要随时进行会商或紧急会商，
并将会商意见迅速上报。加强与周边地区防灾减灾部门的沟
通与协作，进行信息互通，资料互补。根据地震活动发展趋
势和地震学指标的演化程度，若短临异常相对集中出现时，
及时向县委、县政府和州防灾减灾局提交观测报告。

根据全省20xx年度地震趋势会商会划定的“及邻区地震危险
区”的划分范围，抓好我县地震短临跟踪监测工作，力争为
短临跟踪监测和短临震情分析预测取得实效性作出努力。

（一）在地震短临跟踪监测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将全县



日常监测与重点危险区的地震短临跟踪监测工作有机结合起
来，加强现有地震监测台点的管理，为短临震情监测和分析
预测提供连续、可靠的监测资料，安装有“地震烈度仪”的
乡要落实专人进行管理，确保其正常运行。

（二）按有关要求及规定对震情进行监测与分析速报，尤其
是要加强对地方震、近震以及震群的监测和速报工作，出现
震情必须按规定速报州防灾减灾局。

（三）规范报送程序，做好观测数据登记、报送和材料归档
工作。按照各乡镇及时将监测的地震宏微观异常情况报县防
灾减灾局，再由县防灾减灾局报州防灾减灾局的程序进行。
同时，乡镇和县防灾减灾局要做好数据资料登记、保存和归
档。

（四）密切跟踪监测宏微观异常。严格按照《省地震局关于
印发省地震前兆异常核实工作规程（修订）的通知》和《州
防灾减灾局关于印发州地震前兆异常核实工作规程（试行）
的通知》，做到异常落实不过夜。无论任何时间，只要发现
宏、微观异常，必须及时上报州防灾减灾局，并派人员进行
核实。其中，一般宏微观异常由所在县防灾减灾局进行核实，
以电话和书面材料两种方式上报州防灾减灾局。重大宏微观
异常由州防灾减灾局派员和县防灾减灾局一起进行核实，写
出专题报告上报省地震局。特大宏微观异常由州防灾减灾局
请求省地震局派专家联合进行调查核实。

（五）加强震情分析预测工作。严格执行震情会商制度，加
强与州防灾减灾局和周边县防灾减灾部门的联系与交流，及
时交换异常信息。

（一）根据震情发展变化情况及经费情况，对本方案中的有
关内容可作临时调整。

（二）本方案经地震短临跟踪监测领导小组审定后印发实施。



工作方案范文锦集四篇

工作方案范文锦集八篇

工作方案范文锦集六篇

关于会议方案范文锦集五篇

有关会议方案范文锦集九篇

监测方案报告篇七

根据xx政办xxx30号《关于加强农村饮用水建设管理的实施意
见》的要求，每年开展农村饮用水水质检测工作。

（一）掌握农村饮水工程水质卫生状况及其变化趋势，为建
立长效管理机制提供科学数据。

（二）了解农村饮水工程的水处理工艺、消毒设备使用情况、
覆盖人口、新建改建扩建等基础信息。

全县行政区域内各行政村的农村饮用水工程。

（一）监测点设置

按照磐政办（20xx）30号《关于加强农村饮用水建设管理的实
施意见》的要求，对全县12个集镇供水、253个村集中式供水
工程的成品水进行检测。（详见监测点分布表）

（二）监测方法

水样的采集、检验和评价要求:对12个集镇供水成品水每月检
测一次，对253个村集中式供水分别在每年的枯水期和丰水期
抽取成品水各检测1次；水样采集、保存、运输、分析按《生



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5750-20xx）规定执行。水质评价按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xx）相关规定要求执行。

（四）监测指标

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
见物、ph、铝、铁、锰、铜、锌、氯化物、硫酸盐、溶解性总
固体、总硬度、耗氧量、挥发性酚类、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氨氮。

毒理学指标：砷、镉、铬、铅、汞、硒、氰化物、氟化物、
硝酸盐、三氯甲烷、四氯化碳。

微生物学指标：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大
肠埃希氏菌。

与消毒有关的指标：根据饮用水消毒剂所用情况确定相应的
指标，如游离余氯、二氧化氯等；如用二氧化氯消毒时检测
亚氯酸盐，使用复合二氧化氯消毒时检测氯酸盐。

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的要求开展监测工作。为保证监测数据的
可靠性，须采取从现场检查、采样和实验室分析的质量保证
措施；如按规定做现场空白、运输空白、现场平行样、现场
加标样等。建立监测数据的审核检查制度，监测实施中应定
期或不定期进行资料审查。

县卫生计生局负责农村饮用水供水工程水质监测的行政管理。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制定工作方案、水质检测、人员培
训、质量控制、数据审核、数据分析，撰写技术报告，将监
测结果及时报送县卫生局及有关部门，并告知县水务局。

各乡镇卫生院负责辖区内的.水质采样工作，县疾控中心负责
到各乡镇卫生院收集水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