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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疫情防控形势



COVID-19的传播途径

Al Huraimel K, Alhosani M, Kunhabdulla S, Stietiya MH. SARS-CoV-2 in the environment: Modes of transmission, early detection and potential role of pollutions. Sci Total Environ. 2020 Nov 20;744:140946. doi: 
10.1016/j.scitotenv.2020.140946. Epub 2020 Jul 15. PMID: 32687997; PMCID: PMC7361046.

Ø  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

Ø 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经气溶胶传播

Ø 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后也可造成感染。



疫情防控存在的主要风险点
Ø 思想上未给予充分重视，对疫情动态、疫情防控政策不清楚，抗原检测检

测人还是环境或物品？进口服装引起疫情，下一步会不会是进口化妆品？

Ø 组织机构不健全，未严格落实四方责任

Ø 应急预案不完善，未开展有效的应急演练

Ø 与属地政府、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沟通渠道不畅通

Ø 对疫情风险研判不精准，处置措施不得当

u全国出现散发性疫情

u出现本土疫情

u出现校内疫情



主要内容

开学前1、

开学后3、

疫情监测与应急处置4、

返校途中2、



开学前

Ø重视开学准备

Ø落实“四方责任”

Ø完善联防联控机制

Ø细化防控方案

Ø完善应急预案

Ø做好防疫储备

Ø彻底整治环境

Ø加强教育培训

Ø做好信息摸查

Ø推进疫苗接种  

学校的
准备



开学前

Ø完善联防联控机制
u 争取属地政府与辖区内高校建立“包联制”；

u 教育行政部门安排专人定期检查评估，开展专项风险排查，确保每项措施落

到实处

Ø细化防控方案
u学校防控骨干应熟悉掌握当地防控要求、防控方案、医疗服务预案，根据疫情

防控形势和师生来源特点，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方案，细化各项防控措施，做

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



开学前

Ø完善应急预案
u 一旦发生疫情，应急预案各环节能快速响应，应急措施到位，以最快速度落

实隔离、转运、流调、封控、治疗、健康监测、信息发布、线上教学、舆情

监测、人文关怀、服务保障等。

Ø做好防疫储备
u 在学校内或周围具备隔离条件的宾馆设立临时留观室。

Ø推进疫苗接种
u 符合条件的18岁以上目标人群进行1剂次同源加强免疫或序贯加强免疫接

种，不可同时接受同源加强免疫和序贯加强免疫接种。



师生员工的准备

Ø 报备健康状况。开学前连续14天每日健康监测，将健康码、行程卡如实上

报学校，配合学校做好开学入校健康检查。

Ø 落实返校要求。及时掌握学校各项防控制度及本地和学校所在地的疫情形

势、防控规定，掌握个人防护与消毒等知识和技能。学校正式确定和通知

开学时间前，学生未经审批原则上不得提前返校。

Ø 实施分类管理。跨省区返校的高校师生员工开学前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到校后根据当地防控要求可再分批进行核酸检测。境外师生员

工未接到学校通知一律不返校。



主要内容

开学前1、

开学后3、

疫情监测与应急处置4、

返校途中2、



返校途中

u返校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全程佩戴好

口罩，注意个人卫生，做好个人防护。

u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做好手卫生，

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

手消毒剂等进行擦拭清洁处理。

u如返校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咽痛、流涕、腹泻、乏力、嗅（味）觉减退

、肌肉酸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如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以及机

场、火车站，应主动配合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疫管理等，并及时将有关

情况报告学校。   



主要内容

开学前1、

开学后3、

疫情监测与应急处置4、

返校途中2、



开学后

Ø落实主体责任

Ø严格日常管理

Ø加强校门管理

Ø加强公共场所管理

Ø加强食堂卫生管理 

Ø加强宿舍管理

Ø加强活动管理

Ø加强家属区管理

Ø开展应急演练

学校管
理要求



学校管理要求

Ø 严格日常管理

u全体师生员工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防范区）。

Ø 加强校门管理

u合理设置快递收发点，加强对外卖配送和快递人员核查、登记与管理，加强冷

链食品包装、国内国际邮件预防性消毒

u全面排查出入校漏洞，重点检查围栏损坏处、绿植围挡处、矮墙等人员可通过

又无人看管的区域，及时修缮、堵上漏洞。



学校管理要求

Ø 加强家属区管理

u全将家属区纳入社区常态化防控管理，对家属区实行网格化管理。

u加强学校通勤车辆管理。

u加强教职员工所在院系与其家属和社区网格管理员的沟通交流，密切注意教职

员工家属日常身体情况。

Ø 开展应急演练

u提高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和即时反应能力，检验学校疫情防

控骨干和师生员工等对应急预案的熟悉程度，对发现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要及时

整改、调整。



师生员工管理要求

Ø 遵守校门管理。
u 师生员工应遵守学校校门管理规定，尽量减少出校。学生做到学习、生活空间相对固定，对于

因找工作、实习等原因，确应出校的，履行相应程序，允许进出校。

Ø 加强健康监测。
u 在当地应对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领导小组、指挥部）的支持和保障下定期组织师生员工开展核

酸抽检，对安保、保洁、食堂等校园工作人员加强健康管理和增加核酸检测频次。

Ø 加强个人防护。

Ø 落实健康教育。

Ø 关注心理健康。
u 加强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关注师生员工心理状况，提供心理健康咨询服务。



主要内容

开学前1、

开学后3、

疫情监测与应急处置4、

返校途中2、



关注疫情变化

Ø及时关注学校所在辖区、全国

其他地区疫情形势变化。

Ø一旦学校所在地区发生本土疫

情或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等级发

生变化，应严格执行当地疫情

防控有关要求，立即激活疫情

防控应急指挥体系，果断采取

处置措施。

http://www.nhc.gov.cn/



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执行“日报告”和
“零报告”制度

学校及时安排临时隔离室，由指定专人负责
对被隔离者进行健康状况监测及指导就诊。

教师、学生、员工
出现疑似症状

学校所在县 （市、
区、旗）发生疫情

出现抗原检测阳性者

严格实施健康监测、体温检测、晨午检和
因病缺课（勤）病因追查与登记等措施

学生应当及时
报告辅导员，
教职员工应及
时报告校医院

未设置校医院（医务室）的学校，应当就近
前往定点医疗机构进行相应处置。

据疫情扩散风险加密核酸检测频次，提高师生核酸检测抽检
比例，推广使用抗原检测。

学校食堂工作人员、保洁人员、校（楼）门值守人员等工作
人员每周开展核酸检测，可适当增加抗原检测。

无论是否出现发热或呼吸道症状，均需按新冠肺炎疫情相关人员
转运工作指南要求，由急救中心转运至有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

强化监测预警



师生员工中有新冠确
诊病例、无症状感染
者、疑似病例或密接

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
制，在2小时内向辖
区疾控机构报告

在属地卫生健康、疾控部门指导下
，采取封闭管理、全员核酸检测等
处置措施，及时安排线上教学

校
园
出
现
疫
情
后

配合做好校内传染
源控制和管理

按照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防控方案

由疾控机构开展快速
全面的流行病学调查
和疫情分析研判

按照属地化原则

科学、精准划定风险
区域与风险人员

根据病例轨迹和
流调信息

师生员工病愈或解除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后

按规定完成居家健康监
测与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有序组织落实风险人员的转
运、隔离管控、核酸检测、
健康监测等措施

根据受污染的状况和风险对
环境和物体表面进行预防性
消毒、随时消毒或终末消毒

做好校园内垃圾、粪便、污
水的收集和无害化处理

出示由当地具备资质的医疗机
构开具的相关证明后方可返校

快速处置疫情



做好卫生保障

Ø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卫生健康等部门加强督导检查和责任落实，认真

排查辖区学校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立行立改，

及时跟踪整改到位。

Ø 学校要加强应急处置保障，对师生员工做到排查、管控、督导、宣教、关

爱“五个到位”，妥善解决师生员工学习、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及

时回应合理诉求和关切，在防疫提醒、生活和防疫物资、医疗保障、心理

疏导等方面给予支持。



防控原则

高等学校

防控措施

Ø 加强落实（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物资储备、管理制度，

防控骨干（学习能力、专业能力和综合协调），应急预案

与演练）

Ø 加强沟通（专家咨询委员会）、检查评估和风险排查

Ø 加强培训和宣传引导

动态转换

Ø 低、中和高风险；

Ø 封控、管控和防范区

防控重点

Ø 人：教职员工、学生及其共同居住人

Ø 环境：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

Ø 物：快递、冷链食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