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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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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特性



“新冠肺炎”主要传播途径

飞沫传播

鼻粘膜接触 眼结膜接触

口腔粘膜接触
手部接触后

再触摸口、眼、鼻

气溶胶传播

• 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
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情况下，
存在经气溶胶传播的可能



如何区分
普通感冒、流感与“新冠肺炎”

• 鼻塞、流涕等上
呼吸道症状

• 无明显发热、乏
力、头痛、关节
痛、周身不适、
食欲不振等症状

• 通常上呼吸道症
状较明显 , 而全
身症状较轻

• 由流感病毒感染
引起的呼吸道传
染病

• 发病急 , 会出现
高热、咽喉痛、
头痛、肌肉酸痛、
乏力、食欲下降
等症状

• 发热、乏力、干
咳,少数患者伴有
鼻塞、流涕、腹
泻等症状。

• 部分患者仅表现
为低热、轻微乏
力等,无肺炎表现。

• 诊断还需要结合
流行病学史和实
验室检测结果。

三者的病原体不同

普通感冒 流感 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

• 发病前 14 天内有武汉市及周边地区,或其他有病例报
告社区的旅行史或居住史

• 发病前 14 天内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核酸检测阳性
者)有接触史

• 发病前 14 天内曾接触过来自武汉市及周边地区,或来
自有病例报告社区的发热或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

• 聚集性发病

疑似病例

流
行
病
学
史

• 发热和/或呼吸道症状

• 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

• 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

临
床
表
现

• 有流行病学史中任何1条，且符合临床表现中任意2条

• 无明确流行病学史的，符合临床表现中的3条

诊
断
标
准

确诊病例 • 疑似病例，经核酸检测阳性者，为确诊病例



社区登记

如何做好居家医学观察

健康监測

可疑症状
及时就医

（有 COVID-19 流行地区居住旅行史的人员）

• 减少外出
• 避 免 到 人

员 密 集 的
公 共 场 所
活动

• 连续14天进行
自我健康状况
监測，每天两
次测量体温

• 尽量单独居住
• 减少与家人的

密切接触

就医途中
注意防护



养成良好
卫生习惯

疫情防控期间如何做好预防措施

开窗通风 勤洗手

少去公共
场所

避免聚餐

外出佩戴
口罩

养成健康
生活方式

做好健康
监测

不接触
不购买
不食用

野生动物



如何正确测量腋下体温

酒精消毒 甩至35℃以下

放至腋窝深处 读取体温
• 紧贴皮肤
• 夹紧10 分钟

• 腋 下 正 常 体 温
在36-37℃之间



哪些情况下需要就医

发热(腋下体温≥37.3C)、咳嗽、气促等急性

呼吸道感染症状

发病前14天内，有武汉市及周边地区，或其他

有病例报告社区的旅行史或居住史；与2019-

nCoV感染者（核酸检测阳性者）有接触史；

或曾接触过来自武汉市及周边地区，或其他有

病例报告社区的发热或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

或出现聚集性发病

同时符合



佩戴口罩

去医院就诊注意事项有哪些

开私家车

交通工具消毒 如实告知病情

与人保持距离



口罩如何保存和清洁

重复使用

• 悬挂在洁净、干燥通
风处，或将其放置在
清洁、透气的纸袋中

• 口罩需单独存放，避
免彼此接触，并标识
口罩使用人员

不可清洗
不可消毒
不可加热
医用标准防护口罩

呼吸器清
洗参照说
明书进行

棉纱口罩
可清洗消

毒



为什么洗手
能够有效预防呼吸道传染病

日常工作、生活中，人的手不断接触到被病毒、细

菌污染的物品，如果不能正确的洗手，手上的病原

体可以通过手和口、眼、鼻的黏膜接触进入人体

通过洗手可以简单有效地切断这途径,保持手的清洁

卫生可以有效降低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



怎样保证洗手效果

使用流动水和肥皂(或洗手液)洗手，每次洗手应揉搓 20 秒以上



上下班途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上下班尽量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建议步行、骑行

或乘坐私家车上下班

如必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
途中尽量避免用手触摸车上物品，尽量避免用手接
触口、眼、鼻，尽量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有条件
时路上可打开车窗

打喷嚏或咳嗽时，用纸巾遮住口鼻

上班途中建议佩戴手套，一次性使用手套不可重复

使用，其他重复使用手套需每天清洗消毒



学生返校途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全程佩戴口罩

随时保持手卫生

可疑症状
及时就医

可佩带一次性
手套

妥善保存旅行票据

打喷嚏或咳嗽时
用纸巾遮住口鼻



前往公共场所
如何做好自我防护

尽量减少到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活动，如必须去，

须做好个人防护，正确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

• 咳嗽打喷嚏时，用纸巾将口鼻完全遮住，将用过
的纸巾扔进封闭式垃圾箱内

• 如果咳嗽、打喷嚏时用手遮掩，需用流动水和肥
皂洗手，或用含酒精免洗消毒液擦洗双手

手在接触公共物品或公共设施之后，避免直接接触

口、眼、鼻

外出回家后要正确洗手，确保手部卫生，避免经手

传染



佩戴口罩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该如何做好个人防护

车厢内保持距离

配合体温检测
回家后

要立即洗手

不要用手接触
口、鼻、眼



非发热等疾病就医
该如何做好个人防护

网上挂号 佩带口罩

可戴手套
保持手卫生

随身携带消毒剂



在办公场所有哪些注意事项

• 建议办公区域每日通风3次，每次不低于15分钟，通风时注
意保暖，在能够保证适宜室温的情况下，可持续通风换气

• 人与人之间保持1米以上距离，多人办公时要佩戴一次性使
用医用口罩

• 接待外来人员双方佩戴口罩

• 打喷嚏或咳嗽时用过的纸巾放入有盖的垃圾桶内,若当
时没有纸巾可用手肘衣服遮住口鼻

• 保持勤洗手、多饮水,坚持在进食前、如厕后、打喷嚏
咳嗽用手捂后、手脏时规范洗手

• 办公桌面保持整洁

• 电话机每天可用酒精棉球清洁消毒一次，也可用消毒湿

巾纸清洁

办公区环境保持清洁



在教学区域有哪些注意事项

空调不开
注意保暖

佩戴口罩

不要用手接触
口、鼻、眼

保持座位距离

可疑症状
及时就医

打喷嚏或咳嗽时
用纸巾遮住口鼻



勤洗手

在食堂就餐有哪些注意事项

不吃外卖

可打包回寝室 错峰就餐

佩戴口罩



在寝室休息生活有哪些注意事项

测量体温，每
天按要求做好
晨检，并上报
信息

建议少用空调,
每天开窗通风
至少3 次,每次
30 分钟以上

生 活 有 规 律 ,
不 熬 夜 , 注 意
保暖,多喝水

养成良好的个
人卫生习惯，
便 后 洗 手 , 保
持衣物、被褥
等清洁

尽量不 串门，
保持一 定的社
交距离 ，尤其
是与咳 嗽、 打
喷嚏和 发热的
人保持距离

生活垃圾按要
求 投 放 , 用 完
废弃的口罩投
入带盖的垃圾
桶

有发热、咳嗽
等 不 适 , 及 时
就诊

严禁接触校园
内的野猫、鸟
类等



在图书馆学习查阅资料
有哪些注意事项

佩戴口罩

保持座位距离

感冒、咳嗽等痊
愈后再去图书馆

配合体温检测
空调不开
注意保暖

打喷嚏或咳嗽时
用纸巾遮住口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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