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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期下,单位组织体检工作面对传染病的流行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依据传染病常态化防控

有关要求,并结合某医院体检工作实践,对健康体检环境划分了消毒的重点区域、总结了消毒的具体措

施、梳理了若干注意事项。为在新时期做好健康体检消毒管理工作提供了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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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period, the organization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in units faces new challenges in the face 

of the epidemic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in a hospital, the key areas of 

disinfection were divided, the specific measures of disinfection were summarized, and some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were sorted out.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disinfection management of health examination in the 

new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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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是当代流行病学重要课题,也是全球性的公共卫

生问题,是医院管理的难点和面临的重要挑战[1]。本文结合某基

层医疗单位实际情况,在健康体检期间建立健全科室工作制度,

完善科室感染防控工作规范,通过采取严控重点区域、严格消毒

标准等科学措施,期间安全顺利地组织5000余人进行了健康体

检工作；现将健康体检消毒管理工作要点总结如下,为医疗机构

的集中健康体检工作提供参考。 

1 健康体检环境消毒的重点区域 

1.1体检入口处 

体检入口处是整个体检工作的开端,这里的工作繁多,涉及

到体检人员的个人流行病学调查、体温测量、鞋底清洁消毒、

个人防护、手卫生、一次性体检用品和指引单的领取,以及体检

要求和注意事项的告知等,故需要严格把关,做细、做实各项工

作,确保在起点不出问题。 

1.2体检公共区域 

体检公共区域主要包括体检候检区、人员通道、楼道、座

椅及扶手等体检人员可以自由活动的区域,在体检过程中这里

的人员相对密集、有些地方空气流动性差、有些物品可能接触

频繁,必须严格按照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下公共场所消毒

规范要求来执行消毒措施。 

1.3体检特殊区域 

1.3.1轿厢电梯。轿厢电梯因其环境封闭、空间狭小,是病

毒传染的高危区域,如同乘人员中有病毒携带者,其他人员极易

被其咳嗽、喷嚏、讲话形成的飞沫感染,也可通过接触电梯按键

传播。在健康体检期间,尽量减少轿厢电梯的使用,分批引导体

检人员使用步行楼梯；在人员相对密集时段错峰乘坐电梯,控制

单次乘员数量；把轿厢电梯留给有特殊需要的人员使用。 

1.3.2体检诊室。健康体检诊室主要有内科、外科、妇科、

超声科、眼科、口腔科、放射科、耳鼻喉科等科室诊室,以及心

电图室、检验室、抽血室。其中口腔科、耳鼻喉科、妇科诊室

及检验室、抽血室会接触到血液、唾液、黏液、分泌物以及排

泄物等,进而污染器械、空气和物体表面环境；口腔科、耳鼻喉

科诊室和抽血室,会使用形状复杂的医疗器械,与患者的口腔黏

液、牙齿、血液以及唾液进行直接接触。这些都是可能造成病

毒传染的高危因素,需要对诊室空气、地面、物表及所用医疗器

械进行严格的消毒措施,在体检过程中要尽量使用一次性用品,

其他共用医疗器械如听诊器、血压计等也需加强消毒。 

1.3.3公共卫生间及垃圾点。公共卫生间是体检中留取尿便



基础医学理论研究 
第 6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丨刊号（ISSN）：2705-1102(P) / 2705-1110(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 

Basic Medical Theory Research 

标本的场所,人员流动性大、使用频率高,需要保洁人员时刻维

护卫生,对地面积水、污渍及时清理消毒。体检过程中产生的垃

圾要严格区分医疗垃圾和生活垃圾,设立明确标识。所有垃圾全

部使用脚踏封闭式垃圾筒存贮,医疗垃圾使用专用医疗黄色垃

圾袋。每层楼均设立医疗垃圾和生活垃圾暂存处,做好标识,重

点消毒。医疗垃圾由专业人员收集,统一放置院区内医疗垃圾存

放处,后由专业医疗垃圾清运公司进行转运处理。 

2 重点区域消毒的具体措施 

2.1体检入口处消毒 

体检入口处的消毒措施主要有三方面：体检人员鞋底消毒、

执行手卫生和强化个人防护等。当体检人员进入体检入口时需

从消毒地毯踏入,地毯放置在方形凹槽内,凹槽内配置有有效氯

浓度1000 mg/L的含氯消毒剂,对体检人员鞋底清洁消毒。人员

进入后由引导员指导体检人员利用免洗手消毒液进行手卫生,

取适量消毒液于掌心,按照手卫生规范要求进行揉搓至液体完

全覆盖手部皮肤,作用1分钟。检查体检人员个人防护情况,更换

使用一次性外科口罩,废弃口罩置入医疗垃圾筒内。引导体检人

员领取个人体检指引单,一次性中单(诊床上检查项目使用)、一

次性袖套(测量血压用)、一次性脚垫(测量身高体重使用)、垃

圾袋(放置个人物品及衣服)等,进入体检大厅等候引导员安排

体检。 

2.2体检公共区域消毒 

体检公共区域消毒措施主要包括空气、地面和物体表面的

清洁消毒。在气候温度容许的情况下,加强开窗通风是 好的空

气净化方法。对空气消毒可采用低浓度的过氧化氢进行喷雾消

毒,据王华、王清源对过氧化氢空气消毒的研究表明,低浓度的

过氧化氢能杀灭空气中99.92%的白色葡萄球菌和90%的自然菌,

且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的黏膜刺激和过敏反应［2-3］。地面和物

体表面做到每天湿式保洁并消毒2次(体检前后各1次,首次消毒

需要在体检前做好,确保体检时物体表面、地面均保持清洁干

燥)。地面使用有效氯浓度500 mg/L的含氯消毒剂进行擦拭；扶

手、座椅使用1000 mg/L的含氯消毒剂进行擦拭,作用30min后再

用清水擦拭干净；门把手、各类设施的按钮、开关等使用75%

乙醇擦拭,并根据使用频率加强清洁与消毒频次,遇有污染时随

时清洁并消毒。 

2.3体检特殊区域消毒 

2.3.1电梯轿厢消毒电梯轿厢内配有免洗手消毒液、一次性

抽纸和脚踏式封闭垃圾筒。轿厢内保持换风扇运行良好,扶手、

按键和厢体壁使用75%乙醇进行擦拭,地面使用500mg/L的含氯

消毒剂进行擦拭,体检结束后彻底消毒。 

2.3.2诊室消毒体检诊室在体检过程中均应保持开窗通风,

对条件不允许的放射科在体检过程中使用空气消毒机进行室内

空气消毒并在体检结束后保证至少通风30min。每日体检结束后,

地面采用1000mg/L含氯消毒剂对进行清洁消毒,室内空气使用

紫外线灯对照射消毒(60min/d)后加强通风。体检过程中尽量使

用一次性医疗物品,如检查用的一次性医疗器械,以及与血液、

体液、分泌物和排泄物有密切接触的棉签、棉球、手套等一次

性医疗辅料,使用后统一放入医疗垃圾筒内。非一次性的医疗物

品应达到相应的消毒水平,如抽血室使用的压脉带,使用前用

1000mg/L含氯消毒液中浸泡消毒>30min晾干备用。其他有潜在

污染风险的器械,及时执行相应消毒措施,如口腔体检过程中受

到污染的防护用品(护目镜、防护面屏等)及时更换,后置入含有

1000mg/L含氯消毒剂的容器内浸泡消毒>30min,当日体检结束

后装入双层黄色垃圾袋采用鹅颈式结扎,由专人转运至消毒供

应室消毒备用。与被体检人员身体紧密接触的器械,如听诊器采

音器、心电图固定头等,在每次使用前用75%乙醇擦拭,B超探头

用一次性橡胶手套防护。医护人员酌情对体检过程中的操作台

面、医疗器械表面、电脑键盘和鼠标等进行及时消毒,一般使用

75%乙醇擦拭,耐腐蚀的设备可采用含有效氯2000mg/L的含氯消

毒液进行擦拭［4-6］。 

2.3.3公共卫生间及垃圾点消毒卫生间平时加强通风,内配

置洗手液、一次性擦手纸及免洗手消毒液。卫生间地面如受到

痰液、便溺物等污染时先行抹布覆盖擦拭,再用1000mg/L的含氯

消毒剂喷洒。对门把手、水龙头,特别是如厕间内的把手,经常

性使用75%的乙醇重点擦拭；对卫生间台面、蹲便器台、小便器、

洗手池使用1000mg/L的含氯消毒剂擦拭,作用时间>30min,再用

清水清洁干净,体检期间每日不少于2次。卫生间使用的保洁工

具用2000mg/L含氯消毒剂进行浸泡后晾干备用,每天两次。卫生

间垃圾筒内定期使用500mg/L的含氯消毒剂喷洒,及时清理垃圾

筒内垃圾。垃圾严格区分医疗垃圾和生活垃圾,分类加强管理,

对产生的医疗垃圾要严格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7］和《医

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8］进行规范处置与管理,使用后

的一次性检查器械及物品,应弃于专门收集医疗废物的黄色垃

圾袋(桶)内；喷洒1000mg/L的含氯消毒液后,装入双层黄色垃圾

袋采用鹅颈式结扎；由专业人员统一收集至医疗垃圾存放处。

生活垃圾应弃于黑色垃圾袋内,使用500mg/L含氯消毒剂喷洒后

由保洁人员收集到生活垃圾存放处。 

3 体检环境管理注意事项 

3.1预案方案的制定 

制定体检过程中出现发热患者的应急预案,在做好防护的

条件下将发热患者及时转运至发热门诊隔离筛查,中止体检工

作,相关人员强化个人防护措施,做好密接人员的排查和隔离观

察工作。制定职业暴露风险评估、防疫人员全面消毒工作等方

案。准备充足的防疫物资如体温测量仪、口罩、帽子、护目镜、

隔离衣、防护服、防护面屏、一次性鞋套、消毒剂等。 

3.2体检流程的设计 

根据体检人数合理安排体检时间,并对人员进行分组,按照

分组统一引导。合理安排体检流程,先填写流行病学调查表,进

行体温测量后,从门口消毒脚垫踏入(配比1000mg/L含氯消毒

液),进门后进行手卫生(使用免洗手消毒液),更换一次性医用

外科口罩,交流调表,进入体检大厅间隔就坐候检,体检结束后

到出口与登记员核对检查项目,交回体检单,填写满意度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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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依次从出口离开,体检完毕。合理安排体检项目的顺序,依次

检查,尽量避免交叉反复。合理保持体检秩序,检查过程中严格

按照一人一诊室,一人一消毒的原则,排队时等候间隔1米,按体

检项目依次检查,保证体检流程顺畅。 

3.3一次性物品的管理 

加强对一次性无菌医疗用品的全流程管理,感染控制人员

严格监督一次性医疗用品购买、登记、存贮、使用情况；对集

中采购的一次性无菌医疗用品进行质量检测,抽样进行细菌

培养,检测合格后方可使用；规范一次性无菌医疗用品使用后

的处理。 

3.4清洁工具的管理 

在体检中使用的拖布、抹布要严格分区使用,不同场所使用

的拖布、抹布应标识清楚,。普通公共区域使用的拖布、抹布使

用500 mg/L含氯消毒液浸泡30min,后洗涤晾晒；卫生间和体检

诊室使用的拖布、抹布使用1000mg/L含氯消毒液浸泡30min,后

洗涤晾晒；卫生间使用的拖布、抹布如受到吐痰液、便溺物污

染时,应使用2000mg/L含氯消毒液浸泡30min,后洗涤晾晒。 

3.5人员的消毒培训 

要求科室人员在工作过程中严格注意手卫生,定期组织工

作人员进行相关的身体检查以及疫苗接种,确保科室工作人员

的身体健康[9]；保洁、导医、保安、配送、工程维修等人员,

一般都是社会化外包人员,其流动性较大且平均文化程度相对

不高,但同样是医院感染防控的一线人员,是医院环境消毒管理

的中坚力量,不可或缺却往往容易被忽视[10]。有针对性地做好

体检工作中消毒工作。主要包括地面和物表消毒、不同消毒方

法、个人防护、手卫生、医疗垃圾和生活垃圾的处理,相关人员

经考核达标后方可参加体检工作。对保洁人员的消毒培训,要注

重实际操作,特别是消毒液浓度的配比,必须熟练、准确,确保在

实际工作中达到消毒效果。 

3.6医疗卫生监督 

在体检过程按规定的相关技术操作规范,对各诊室医护人

员及保洁人员的消毒作业进行严格监督,保证消毒效果。例如,

监督检验科、口腔科、耳鼻喉科、妇科的消毒工作是否严格按

照“一人一用一消毒”规范操作,监测保洁人员配比的消毒液浓

度,监测保洁工具的消毒效果,监测紫外灯以及空气消毒机的消

毒效果,通过微生物培养监测医护人员手卫生、灭菌的医疗器

械、物体表面消毒效果,保证在健康体检中消毒效果能够达到新

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 

总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健康卫生观念也越来越受到重

视,健康体检是保证身体健康的一项预防措施,如何做好健康体

检工作中的环境消毒,是新时期医疗卫生机构面临的重要难题,

本文对新时期体检过程中重点环节的消毒实践进行归纳总结,

对各体检机构消毒管理实践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基金项目] 

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20180550255)。 

[参考文献] 

[1]张国杰,孙芳艳,郭勤,等.某三甲医院2014-2018年医院

感染现患率调查[J].中国感染控制杂志,2019,18(12):1116- 

1119. 

[2]王华.空气净化消毒技术及产品的应用研究[J].科技资

讯,2017,15(3):94,96. 

[3]王清源,赵子明.不同消毒技术对空气消毒效果及其影响

因素的研究[J].中国卫生工程学,2015,14(2):187-188. 

[4]WS/T 512-2016,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规范

[S]. 

[5]沈宇翔.放射科医院感染管理中存在问题及对策[J].中

国消毒学杂志,2012,29(09):858-859. 

[6]消毒剂使用指南[J].中国感染控制杂志,2020,19(02):196 

-198. 

[7]医疗废物管理条例[J].中国护理管理,2003,(03):30-33. 

[8]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J].中国护理管

理,2003,(05):15-18. 

[9]戴文娟.超声介入治疗的老年患者医院感染病原学及危

险因素分析[J].中国卫生检验杂志,2019,29(5):586-588. 

[10]唐蔚蔚,韩丁,李兴,等.大型公立医院环境消毒管理的重

点与对策[J].中国卫生产业,2020,31(9):176-179 

作者简介： 

贾伟(1976--),男,汉族,江苏盐城人,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

向：长期从事基层临床医疗和疾病预防。 

通讯作者： 

丁巾玲(1987--),女,汉族,黑龙江林口人,本科,护士,研究方

向：基层临床护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