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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解
放军总医院、山东省立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北

京协和医院、北京清华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六亿、巩玉秀、王力红、刘运喜、李卫光、侯铁英、刘翠梅、贾会学、刘坤、马小军、
高凤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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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区医院感染管理规范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病区医院感染的管理要求、布局与设施、医院感染监测与报告、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
职业防护。

    本标准适用于医院病区的医院感染管理。医院其他部门可参照执行。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Z/T 213血源性病原体职业接触防护导则
    GB 19193疫源地消毒总则
    WS 310.1医院消毒供应中心 第1部分：管理规范
    WS 310.2医院消毒供应中心 第2部分：清洗消毒及灭菌技术操作规范
    WS 310.3医院消毒供应中心 第3部分：清洗消毒及灭菌效果监测标准
    WS/T 311医院隔离技术规范
    WS/T 312医院感染监测规范
    WS/T 313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
    WS/T 367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
    WS/T 368医院空气净化管理规范
    医务人员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防护工作指导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卫生部2004年）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病区ward area

    由一个护士站统一管理的多个病室（房）组成的住院临床医疗区域，与住院部公用区域或公用通遵
由门分隔。一般包括病室（房）、护士站、医生办公室、医务人员值班室、治疗室、污物间等。
3. 2

    病室（房）inpatient room
    病区内住院患者接受医学观察、诊疗、睡眠、休息和就餐的房间，一般配备床单元、隔离帘、座椅、呼
叫系统、氧源、负压吸引系统、手卫生设施、卫生间、非医疗废物桶等。
3. 3

    床单元bed uni t
    病室（房）内为每位住院患者配备的基本服务设施，一般包括病床及其床上用品、床头柜、床边治疗
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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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理要求

4. 1医院感染管理小组

4. 1. 1要求

    应建立职责明确的病区医院感染管理小组，负责病区医院感染管理工作，小组人员职责明确，并
落实。

4. 1. 2人员构成

4.1.2.1病区负责人为本病区医院感染管理第一责任人。
4.1.2.2医院感染管理小组人员包括医师和护士。
4.1.2.3医院感染管理小组人员宜为病区内相对固定人员，医师宜具有主治医师以上职称。

4. 1 . 3职责

4.1.3.1医院感染管理小组负责本病区医院感染管理的各项工作，结合本病区医院感染防控工作特点，
制定相应的医院感染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

4.1.3.2根据本病区主要医院感染特点，如医院感染的主要部位、主要病原体、主要侵袭性操作和多重
耐药菌感染，制定相应的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及流程，并组织落实。

4.1.3.3配合医院感染管理部门进行本病区的医院感染监测，及时报告医院感染病例，并应定期对医院
感染监测、防控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自查、分析，发现问题及时改进，并做好相应记录。

4.1.3.4结合本病区多重耐药菌感染及细菌耐药情况，落实医院抗菌药物管理的相关规定。
4.1.3.5负责对本病区工作人员医院感染管理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4.1.3.6接受医院对本病区医院感染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与指导，落实医院感染管理相关改进措施，
评价改进效果，做好相应记录。

4. 2工作人员

4.2.1应积极参加医院感染管理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4.2.2应遵守标准预防的原则，落实标准预防的具体措施，手卫生应遵循WS/T 313的要求；隔离工作
应遵循WS/T 311的要求；消毒灭菌工作应遵循WS/T 367的要求。
4.2.3应遵循医院及本病区医院感染相关制度。
4.2.4应开展医院感染的监测，按照医院的要求进行报告。
4.2.5应了解本病区、本专业相关医院感染特点，包括感染率、感染部位、感染病原体及多重耐药菌感
染情况。

4.2.6在从事无菌技术诊疗操作如注射、治疗、换药等时，应遵守无菌技术操作规程。
4.2.7应遵循国家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的管理原则，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4.2.8保洁员、配膳员等应掌握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清洁、消毒等知识和技能。

4. 3教育与培训

4.3.， 病区医院感染管理小组应定期组织本病区医务人员学习医院感染管理相关知识，并做好考核。
4.3.2病区医院感染管理小组应定期考核保洁员的医院感染管理相关知识，如清洁与消毒、手卫生、个
人防护等，并根据其知识掌握情况开展相应的培训与指导。

4.3.3病区医院感染管理小组应对患者、陪护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医院感染管理相关知识如手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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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等的宣传及教育。

5布局与设施

5.1病区内病房（室）、治疗室等各功能区域内的房间应布局合理，洁污分区明确。
5.2收治传染病患者的医院应具备隔离条件，独立设区，病房内通风良好。
5.3设施、设备应符合医院感染防控要求，应设有适于隔离的房间和符合WS/T 313要求的手卫生
设施。

5.4治疗室等诊疗区域内应分区明确，洁污分开，配备手卫生设施；应保持清洁干燥，通风良好。没有
与室外直接通风条件的房间应配置空气净化装置。
5.5新建、改建病房（室）宜设置独立卫生间，多人房间的床间距应大于0.8 m，床单元之间可设置PA帘，
病室床位数单排不应超过3床；双排不应超过6床。

6医院感染监测与报告

6.飞 医院感染病例监测

6.1.， 病区医务人员应按照医院要求配合医院感染管理部门开展医院感染及其相关监测，包括医院感
染病例监测、医院感染的目标性监测、医院感染暴发监测、多重耐药菌感染的监测等，监测方法应遵循

WS/T 312的要求。
6.1.2病区医务人员应按照医院要求报告医院感染病例，对监测发现的感染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并及
时采取有效控制措施。

6.1.3病区医务人员应根据本病区医院感染防控主要特点开展针对性风险因素监测。怀疑医院感染
暴发时，应及时报告医院感染管理部门，并配合调查，认真落实感染控制措施。

6.1.4如发现传染病疫情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应当遵循疫
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按照国务院或者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内容、程序、方式和时限报告。

6. 2消毒相关监测

6.2.1应根据病区采用的消毒方法，按照WS/T 367要求开展相应监测。使用不稳定消毒剂如含氯消
毒剂、过氧乙酸等时，应现配现用，并在每次配制后进行浓度监测，符合要求后方可使用。
6.2.2采用紫外线灯进行物体表面及空气消毒时，应按照WS/T 367的要求，监测紫外线灯辐照强度。
6.2.3怀疑医院感染暴发与空气、物体表面、医务人员手、消毒剂等污染有关时，应对空气、物体表面、
医务人员手、消毒剂等进行监测，并针对目标微生物进行检测。

7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

7. 1标准预防措施
7.1.1进行有可能接触患者血液、体液的诊疗、护理、清洁等工作时应戴清洁手套，操作完毕，脱去手套
后立即洗手或进行卫生手消毒。

7.1.2在诊疗、护理操作过程中，有可能发生血液、体液飞溅到面部时，应戴医用外科口罩、防护眼镜或
防护面罩；有可能发生血液、体液大面积飞溅或污染身体时，应穿戴具有防渗透性能的隔离衣或者围裙。
7.1.3在进行侵袭性诊疗、护理操作过程中，如在置人导管、经椎管穿刺等时，应戴医用外科口罩等医
用防护用品，并保证光线充足。

7.1.4使用后针头不应回套针帽，确需回帽应单手操作或使用器械辅助；不应用手直接接触污染的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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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刀片等锐器。废弃的锐器应直接放人耐刺、防渗漏的专用锐器盒中；重复使用的锐器，应放在防刺的
容器内密闭运输和处理。
7.1.5接触患者a膜或破损的皮肤时应戴无菌手套。
7.1.6应密封运送被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污染的被服。
7.1.7有呼吸道症状（如咳嗽、鼻塞、流涕等）的患者、探视者、医务人员等应采取呼吸道卫生（咳嗽礼
仪）相关感染控制措施。
7 . 2 手卫生

7.2.1应配备符合WS/T 313要求的设施，包括洗手池、清洁剂、干手设施如干手纸巾、速干手消毒剂
等，设施位置应方便医务人员、患者和陪护人员使用；应有醒目、正确的手卫生标识，包括洗手流程图或
洗手图示等。

7.2.2清洁剂、速干手消毒剂宜为一次性包装。
7.2.3应有医务人员手卫生正确性和依从性的自查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改进。
7. 3清洁与消毒
7.3.1应保持病区内环境整洁、干燥，无卫生死角。
7.3.2应按照《消毒管理办法》，执行医疗器械、器具的消毒工作技术规范，所使用物品应达到以下
要求：

    a) 进人人体无菌组织、器官、腔隙，或接触人体破损皮肤、破损猫膜、组织的诊疗器械、器具和物品
        应进行灭菌；

    b)接触完整皮肤、完整豁膜的诊疗器械、器具和物品应进行消毒；
    c) 各种用于注射、穿刺、采血等有创操作的医疗器具应一用一灭菌；
    d)使用的消毒药械、一次性医疗器械和器具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e) 一次性使用的医疗器械、器具应一次性使用。
7.3.3诊疗用品的清洁与消毒
7.3.3.1重复使用的器械、器具和物品如弯盘、治疗碗等，应遵循WS 310.1-310.3的规定进行清洗、消
毒或灭菌；接触完整皮肤的医疗器械、器具及物品如听诊器、监护仪导联、血压计袖带等应保持清洁，被
污染时应及时清洁与消毒。

7.3.3.2湿化水、湿化瓶、呼吸机管路、呼吸机等的清洁、消毒与更换，应遵循有关标准的规定。
7.3.3.3治疗车上物品应摆放有序，上层放置清洁与无菌物品，下层放置使用后物品；治疗车应配备速
干手消毒剂，每天进行清洁与消毒，遇污染随时进行清洁与消毒。

7.3.4患者生活卫生用品的清洁与消毒
7.3.4.1生活卫生用品如毛巾、面盆、痰孟（杯）、便器、餐饮具等，应保持清洁，个人专用，定期消毒；患者
出院、转院或死亡后应对其使用过的生活卫生用品应进行终末消毒。

7.3.4.2有条件的病区污物间可配置便器清洗消毒器。
7.3.4.3对传染病患者及其用物应按传染病管理的有关规定，采取相应的消毒、PA离和管理措施。
7.3.5床单元的清洁与消毒
7.3.5.1应进行定期清洁和（或）消毒，遇污染应及时清洁与消毒；患者出院时应进行终末消毒。
7.3.5.2床单、被套、枕套等直接接触患者的床上用品，应一人一更换；患者住院时间超过一周时，应每
周更换；被污染时应及时更换。更换后的用品应及时清洗与消毒。

7.3.5.3被芯、枕芯、褥子、病床隔帘、床垫等间接接触患者的床上用品，应定期清洗与消毒；被污染时应
及时更换、清洗与消毒。

7.3.5.4甲类及按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患者、不明原因病原体感染的患者，使用后的床上用品及患者
尸体等应按照GB 19193相关要求处理。
7.3.5.5消毒方法应合法、有效，其使用方法与注意事项等应遵循产品的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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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物体表面、地面的清洁与消毒
7.3.6.1物体表面（包括监护仪器、设备等的表面）应每天湿式清洁，保持清洁、干燥；遇污染时应及时清
洁与消毒。

7.3.6.2擦拭物体表面的布巾，不同患者之间和洁污区域之间应更换，擦拭地面的地巾不同病房及区域
之间应更换，用后集中清洗、消毒，干燥保存。

7.3.7应保持通风良好，发生呼吸道传染病（麻疹除外）时应进行空气消毒，消毒方法应遵循WS/T 368
的相关要求。

7 . 4隔离
7.4.1隔离措施应遵循WS/T 311的要求。

7.4.2应根据疾病传播途径的不同，采取接触隔离、飞沫隔离或空气隔离措施，标识正确、醒目。
7.4.3隔离的确诊或疑似传染病患者或隔离的非传染病感染患者，除确诊为同种病原体感染之外，应
安置在单人隔离房间。

7.4.4隔离患者的物品应专人专用，定期清洁与消毒，患者出院或转院、死亡后应进行终末消毒。
7.4.5接触隔离患者的工作人员，应按照隔离要求，穿戴相应的隔离防护用品，如穿隔离衣、戴医用外
科口罩、手套等，并进行手卫生。

7.5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导尿管相关泌尿道感染、手术部位感染、多重耐药菌感染
等的预防与控制应遵循有关标准的规定。

7. 6抗菌药物的使用管理
7.6.1应遵照《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进行抗菌药物使用的管理。
7.6.2应对感染患者及时采集标本送检，并参考临床微生物标本检测结果，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等，合
理选用抗菌药物。

7.6.3应对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实行分级管理。
7.6.4使用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应掌握用药指征，经抗菌药物管理工作组指定的专业技术人员会诊
后，由具有相应处方权的医师开具处方。

7.6.5手术预防使用抗菌药物时间应控制在术前30 min-2 h(AJ宫产手术除外），抗菌药物品种选择
和使用疗程应合理。

7.7消毒物品与无菌物品的管理
7.7.1应根据药品说明书的要求配置药液，现用现配。
7.7.2抽出的药液和配制好的静脉输注用无菌液体，放置时间不应超过2h；启封抽吸的各种溶媒不应
超过24 h,
7.7.3无菌棉球、纱布的灭菌包装一经打开，使用时间不应超过24 h；干罐储存无菌持物钳使用时间不
应超过4 ho
7.7.4碘伏、复合碘消毒剂、季按盐类、氯己定类、碘IJ,醇类皮肤消毒剂应注明开瓶日期或失效日期，
开瓶后的有效期应遵循厂家的使用说明，无明确规定使用期限的应根据使用频次、环境温湿度等因素确
定使用期限，确保微生物污染指标低于100 CFU/mL。连续使用最长不应超过7d；对于性能不稳定的
消毒剂如含氯消毒剂，配制后使用时间不应超过24 h,
7.7.5盛放消毒剂进行消毒与灭菌的容器，应达到相应的消毒与灭菌水平。
7. 8一次性医疗器械的管理
7.8.1一次性医疗器械应一次性使用。
7.8.2一次性医疗器械应由医院统一购置，妥善保管，正确使用。
7.8.3使用前应检查包装的完好性，有无污损，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7.8.4使用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反应，如发生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做好留样与登记，并及时按照医
院要求报告；同批未用过的物品应封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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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用后的一次性医疗器械的处理，应按7.9中要求管理。
7. 9医疗废物及污水的管理
7.9.1应做好医疗废物的分类。
7.9.2医疗废物的管理应遵循《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及其配套文件的要求。正确分类与收集，感染性医
疗废物置黄色废物袋内，锐器置于锐器盒内。

7.9.3少量的药物性废物可放人感染性废物袋内，但应在标签上注明。
7.9.4医疗废物容器应符合要求，不遗洒；标识明显、正确，医疗废物不应超过包装物或容器容量的
3/4。应使用有效的封口方式，封闭包装物或者容器的封口。
7.9.5隔离的（疑似）传染病患者或隔离的非传染病感染患者产生的医疗废物应使用双层包装物包装，
并及时密封。

7.9.6不应取出放人包装物或者容器内的医疗废物。
7.9.7应有具体措施防止医疗废物的流失、泄漏、扩散，一旦发生前述情形时，应按照本单位的规定及
时采取紧急处理措施。

7.9.8具有污水消毒处理设施并达标排放的医疗机构，患者的引流液、体液、排泄物等，可直接排人污
水处理系统；无污水消毒处理设施或不能达标排放的，应按照国家规定进行消毒，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

标准后方可排入污水处理系统。

7.9.9应与医院内转运人员做好交接登记并双签字，记录应保存3年。

8 职 业 防 护

8. 1医务人员

8.1.1应遵循标准预防的原则，在工作中执行标准预防的具体措施。
8.1.2存在职业暴露风险者，如无免疫史并有相关疫苗可供使用，宜接种相关疫苗。
8.1.3发生职业暴露后，应及时进行局部处理，并按照要求和流程进行报告。
8.1.4发生职业暴露后应根据现有信息评估被传染的风险，现有信息包括源患者的液体类型（例如血
液，可见体液，其他潜在的传染性液体或组织和浓缩的病毒）和职业暴露类型（即经皮伤害、经薪膜或破
损皮肤和叮咬）。

8.1.5对于乙型肝炎病毒职业暴露者，应通过乙肝疫苗接种史和接种效果对职业暴露者评估乙肝病毒
感染的免疫状况，并针对性采取相应预防措施。
8.1.6职业暴露后应追踪检测相关指标。

8.1.7具体评估、处理、预防及检测流程应遵循GBZ/T 213及《医务人员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防护工作
指导原则》。

8. 2其他工作人员

    其他工作人员的职业防护参照医务人员职业防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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