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隔离观察制度与流程 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点工作方案(优秀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隔离观察制度与流程篇一

各办(组)、中心，各行政村、企事业单位：

为有效预防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与扩散，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浙江省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方案（试行）》、
《嵊州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特制订石璜镇新冠
肺炎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应急预案，具体内容如下：

以下人员14天医学观察期内必须实施集中硬隔离：

1、确诊病例、疑似病例、轻症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
触者；

2、从湖北等重点疫区来绍或经过湖北等重点疫区来绍、返绍
的；

3、不服从“居家隔离硬管控”等管理，违反管控规定，擅自
离开硬管控住所的；

4、属地政府认为其他需要集中硬隔离的。

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由石璜镇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挥。

7、其它有关线办、站所庭根据各自职责和新冠肺炎集中观察
点疫情应急处理的需要，做好各自负责的人员调集、培训、
个人防护及医学观察人员的生活物资、饮食、饮水供应及废
弃物等各项准备工作，服从综合协调组统一调配。

隔离场所的基本要求：

1、隔离区域相对独立，配备必要的消毒设施、消毒剂，通风
良好。

2、加强通风，保持环境卫生，必要时使用定向排气扇或电风
扇，如已安装了分体空调，要及时清洗隔尘滤网，并进行消
毒处理；禁用中央空调系统。

3、医学观察场所分清洁区、相对清洁区，标识明显。清洁区
为医务防疫等人员的工作场所，相对清洁区为密切接触者居
住活动场所。

4、观察对象应相对独立居住，房间内设卫生间，最好不要选
择有地毯织物的房间，并严格限制人员进出。

5、观察对象在观察期间不得外出，不得串门。

1、隔离场所启用时，进行一次全面消毒。

2、隔离对象解除隔离观察后进行常规清洁和预防性消毒（含
氯250-500mg/l），隔离对象诊断为疑似病例或确诊病例的，
应对原隔离场所进行全面彻底的终末消毒（含氯2000mg/l）。

3、配备专用的有盖垃圾桶，用于收集使用后的口罩和手套。
使用后的口罩和手套用消毒液喷洒消毒后（含氯1000mg/l），
和其它生活废弃物一起作为生活垃圾处理。



4、场所消毒可委托专业消杀公司，或当地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

1、抵达绍兴接受集中硬隔离的第一天开始计算满14天。

2、实施医学观察时，书面告知隔离对象期限、注意事项和疾
病防控相关知识，以及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3、医学观察期间，每天早、晚各进行一次体温测量，并询问、
记录其健康情况。

4、医学观察期间，出现发热、咳嗽、气促等急性呼吸道感染
症状，立即报告市卫生健康局协调专用车辆送至本市市人民
医院诊治，检测结果阴性且症状消失后回隔离点。

1、设立的医学观察场所要为被观察者提供有关服务和基本生
活保障，做好有关政策解释和健康教育。在进行医学观察前，
要向密切接触者说明医学观察的依据、期限及有关注意事项；
告知负责医学观察的医疗卫生机构及相关人员的联系方式；
做好科普知识宣传，包括新冠肺炎的临床特点、传播途径、
预防方法等信息。

2、医学观察期满，应对被观察者进行健康检查，如无异常情
况，由卫生部门负责解除医学观察，并给被观察者出具解除
医学观察通知书，同时将情况报镇人民政府和上级卫生行政
部门。

3、对于拒绝服从医学观察者，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
病防治法》第四章第三十九条，由公安机关协助卫生部门采
取强制措施。

隔离观察制度与流程篇二

根据xx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要求，



结合我镇《莘庄镇突发公共卫生应急预案》，积极落实属地
责任，就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进行进一步部
署，特制定本方案。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科学判断形势、
精准把握疫情。健全联防联控机制，加强统筹调度，增强防
控工作的责任意识、风险意识、担当意识，始终把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为加强组织领导，细化落实责任，更好地推进我镇疫情防控
工作，成立莘庄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以下简称“镇防控领导小组”），由镇党委书记任组长，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任常务副组长，镇人大主席任第一副组
长，其余班子领导分别任副组长，相关单位负责人任组员。
领导小组下设6个专门工作组：综合指挥组，由宋延辉、顾丽
芳同志担任组长，陈颖、姜培红同志任副组长；社区防控组，
由张春兰、傅宇担任组长，王麟、王一靖等同志担任副组长；
安保维稳组，由章群策同志担任组长，朱伟中等同志担任副
组长；企业街面防控组，由姚剑华、钱彦同志担任组长，叶
红、马海明、陆建新、钱文刚、张德弟等同志担任副组长。
生活保障及宣传动员组，由史震谷、张顶文、沈怡君同志分
别负责各相关工作。物资财政组由乔宇红同志担任组长，叶
红、石熊飞等同志担任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由党群办、办
公室、社事办、社区办、经发办、总工会、文明办、网格中
心、联动分中心、综治办、规建办、财政所、农业服务中心、
市场监管所、社区卫生中心、卫监所、莘庄派出所、莘光派
出所、莘松派出所等部门负责人组成。具体名单详附件。

（一）综合指挥组——宋延辉、顾丽芳

负责镇防控办各项数据、信息的上报，撰写每日动态简报，
实时掌握各小组工作动态。处理突发、紧急事件，统筹协调
各方资源，做好沟通解释等各项工作。（社事办（爱卫）、
办公室）



（二）社区防控组——张春兰，傅宇

1、做实全面排摸工作。社区办、各居村委做好精细化、“地
毯式”排摸，做实自排自查工作。通过12345、12320等投诉
举报热线，鼓励居民主动提供线索，对小区内“鄂”字牌照
车辆进行排查，提升主动发现能力；同时完成市级推送名单
进行核查，建立“一户一档”，“一人一档”，对于重点人
群进行标注。联合物业保安、发动小区志愿者、党团员等，
做好小区出入口的车辆与人员的相关监测工作，当好“守门
员”。

2、做好上门核查工作。对于自查自排出的待核查人员，由居
委干部、家庭医生、社区民警组成“三人核查组”逐一进行
核查，并做好甄别处置工作。对于居家隔离人员做好体温监
测、信息采集及分类后续处置工作。

3、做好居家隔离工作。各居委做好隔离人员的稳定、安抚工
作。采用“包片”， “一人一档”等方式，安排居村干部、
志愿者对隔离人员视情解决必要的生活困难以及垃圾处理等
实际问题，并落实“每日两次测温”工作。

4、做好环境整治工作。社事办（爱卫）、房管办指导物业公
司做好公共场所和公共设施的杀菌消毒，垃圾清理分类投放
等工作。居委会发动党员志愿者、小区楼组长等社区居民经
常性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工作，确保环境整洁、秩序良好。
（责任单位：社区办、居民区党委、社区中心、社事办（爱
卫）、房管办、综治办、社区卫生中心、各居村委）

（三）安保维稳组——章群策

综治办统一安排特保进行规模性人员居住场所的安全保障
（如社区、宾旅馆、集体宿舍、规模租赁房等）。对于湖北
籍人员、密接人员入沪入驻宾旅馆，对其转送至集中隔离点
进行统一管理。对于疑似患者和确诊患者不配合隔离治疗，



拒不执行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措施，对其行为进行限制，严重
者，追究刑事责任。（责任单位：综治办、莘光派出所、莘
松派出所、莘庄派出所）

（四）企业街面防控组

做好人员密集场所（文化、娱乐、餐饮、楼宇、企业）的管
控工作。对辖区内此类场所既有量，组织市场、城管、综治、
四大平台公司等力量进行全面巡查。

1、经营场所、所属企业——姚剑华

对镇域内实体办公的企业及经营的商户、商住楼等进行全面
巡查，对于暂停营业的场所，张贴《歇业公告》，对于不具
备歇业关停的场所，发放《经营场所提示单》。对尚在经营
中的商场、超市、市场等人密场所，建议视情压缩营业时间，
减少出入口，张贴《倡议书》。此外，收集汇总湖北籍员工
回乡、返沪信息，每日及时上报镇防控办，并督促做好自行
隔离。对于企业、商户、个人瞒报、漏报的，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有关规定罪名进行严惩，追究其法律责任。
（责任单位：总工会、经发办、四大平台、农业服务中心、
市场监管所、卫监所、各村（改制村）等）

2、街面、建筑工地——钱彦

对沿街商铺、经营点位，建筑工地等人员进行全面排摸、进
店巡查，重点排查内部员工中的外地来沪人员，做好体温监
测与信息采集工作。同时，加强建筑工地内人员抽查，切实
做好湖北籍人员及密集人员的隔离工作。（网格中心、城管
中队、市场监管所、卫监所、规建办等）

3、农贸市场、农村会所等——姚剑华

做好食品安全工作，加强对家禽动物疫情监测、餐饮等重点



场所、重点人群监管，严格监管农村会所食材安全；加强农
贸市场活禽交易管控，坚决打击流动活禽交易。（农服中心、
城管中队、市场监管所、卫监所）

（五）生活保障及宣传动员组

1、生活保障——张顶文、沈怡君

针对居家隔离、集中隔离点人员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确保
生活上必要物资的保障。（党群办、办公室、文体中心）

2、集中隔离点——史震谷

启用莘庄镇集中隔离点一处，并做好梯次备用集中隔离点准备
（100余间房间备用）。设专人定点联络，备足特保力量，做
好集中隔离监管。（综治办、文体中心）

3、宣传动员——张顶文、沈怡君

（1）建立志愿者队伍，切实做好社会面的宣传、居家隔离人
员服务、弱势群体的保障工作。一是由居委干部带头，发动
小区党团员、楼组长、积极分子等，建立对抗新冠病毒工作
的社区志愿者队伍。二是组织机关青年志愿者队伍，下沉居
村委，夯实居村值守力量。三是联合“两新”组织，建立楼
宇企业党员突击队，做好新型冠状病毒防护知识的宣传，科
学引导居民良好卫生习惯，注意休息、健康饮食、保持空气
流动、勤洗手、戴口罩等。同时，加强舆情监测和引导，减
少群众恐慌情绪。（党群办（组织）、居民区党委、机关党
委、综合党委）

（2）充分利用社区宣传栏、健康大讲堂、市民健康自我管理
小组等基层健康传播阵地和形式，大力普及预防冬春季呼吸
道疾病卫生知识，劝阻违规饲养家禽行为。（文明办、爱卫
办、各居村委）



（六）物资财政组——乔宇红

为切实保证值守人员的物资保障，防控期间的资金使用、物
资采购、报销流程经镇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可特殊操作。物资
集中采购，填写《莘庄镇冠状病毒防控物资服务采购申请
表》，经镇分管领导，主要领导审批后实施（不走政府采购
流程）。零星采购，单位（部门）内的紧急物品，经分管领
导审批后实施，后续报账时须提供发票或收据。做好值班人
员的加班统计以及无就餐条件人员的就餐补贴，统一统计造
册。对于特殊时期未走政采流程的资金，要加强管理，追溯
相关纪律。（经发办、财政所、审计办、监察办）

（一）群防群控

落实属地责任，对重点观察对象所在地，严格做好消毒及相
关隔离工作。开展社区、企业、市场主体等单位的卫生健康
知识宣传。居村干部、四大平台公司等在辖区内进行巡回检
查，及时发现并报告疑似情况，切实做到“三个覆盖，三个
一律”。

（二）信息报送

各基层单位做好疫情监测和相关信息的收集工作，及时掌握
辖区内疫情动态情况报镇防控办，内容包含居家隔离观察病
例、疑似病例、临床诊断病例及防控工作开展情况。每日2点
前上报信息，报送应及时、真实和全面。同时，注意保护病
人及其密切接触者的隐私权。

（三）经费支持

镇领导小组办公室落实购置预防控制疫情所需药物、医疗器
械、防护用品、应急物资、酒店租赁等费用以及相关健康教
育宣传费用。



（四）督导检查

镇领导小组定期开展工作督导，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各自的
职责范围内开展督导，使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得到全面、及
时的落实。

建立防控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任何单位及个人对疫情
防控工作，均不得瞒、缓、谎报或授意他人做出类似行为。
对不按照规定履行疫情防控职责的部门和个人，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等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一要高度重视，加强部门联防联控。有力有序开展防控措施，
全面排摸自查，互通信息，共同协作，严格落实疫情防扩散
应急措施，协助做好密切接触者排摸管理。各成员单位做好
突发事件信息的收集和报告、人员的分散隔离、公共卫生措
施等工作，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二要严防严控，做好疫情管控工作。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加强环境整治，除四害、清理卫生死角，对九大类重点场所
开展预防性消毒工作要点指导，营造健康卫生清洁的生活环
境。

三要加强宣传，普及科学卫生知识。向居民、学生、员工宣
传突发事件的相关科学防控知识，提高个人防控能力，提升
公众自我保护意识。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

隔离观察制度与流程篇三

为进一步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依《传染
病防治法》、《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诊疗和防控等方案的通知》、《关于印发全省
强化疫情防控重点措施重要机制等工作手册及全省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落实排查工作和隔离措施等工作量表的



通知》、《关于建立北仑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工作机制的通知》等法律、法规、文件要求，我区决
定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流行病学史相关人员实施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现就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工作管理要求如下：

成立由区委政法委领导任组长，卫健、公安、街道等有关领
导为成员的管理领导小组，负责统筹管理全区医学观察点。

区委政法委负责牵头设立并统筹管理区级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重点留观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街道负责牵头设立并统筹管理街道级和辖区企业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点。其中，街道级隔离医学观察点重点留观本街道医
学观察对象；企业级隔离医学观察点重点留观本企业及周边
医学观察对象。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均建立由区委政法委（区级点）或街道
（街道和企业点）指定干部为负责人，医务人员、公安及安
保人员、后勤保障等人员组成的工作专班，负责观察点日常
管理工作，工作人员力量配备应满足工作需求，实行24小时
驻守工作制。

工作专班在相对独立区域设立办公区域。

（一）专班负责人负责隔离医学观察点全面工作，统筹日常
管理，综合协调有关事务。

（二）公安及安保人员负责维持医学观察点正常秩序，防止
观察对象脱管。

（三）医务人员负责医学观察对象测量体温、询问健康状况，
负责医疗防疫信息的收集和上报，开展专业技术指导，开展
健康宣教。



（四）后勤保障人员负责观察对象和专班人员工作生活后勤
保障，负责生活垃圾消毒处置。

（一）隔离医学观察点观察对象接收

由区疫情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收集观察对象信
息，指派120或专车将观察对象转送至各隔离医学观察点。

专班负责人统筹协调做好接收准备，医务人员负责观察对象
信息接收。

观察对象抵达后，由工作专班负责人安排：

1.医务人员核实人员信息，进行登记、测量体温、告知医学
观察要求、注意事项等；

2.后勤保障人员办理入住登记，并分发房卡、口罩、体温表、
基本生活用品等。

（二）隔离医学观察点观察对象日常管理

1.观察对象入室后原则上只限于室内活动，如果必须外出，
需经专班负责人同意，外出必须应佩戴医用外科口罩。

2.医务人员组织、指导观察对象每天早、晚各一次测量体温，
实时关注其健康状况并做好记录（见附件1），并于每日8点
前汇总报送区疫情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见附件2）。

3.后勤保障人员负责组织按时供餐、收集生活垃圾、公共区
域清洁、简单消杀、保障基本生活用品和文化娱乐条件。生
活垃圾每日收集两次，定点集中放置，都按医疗废弃物处理。

4.医学观察时间自最后一次暴露或与病例发生无有效防护的
接触后14天；期间无症状，经医务人员评估无异常，解除观
察。有需要的开具解除医学观察证明（附件3）。



5.定点医疗机构留观病例解除留观后，由专车转送到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点实行医学观察，观察7日后经医务人员评估无异
常，解除观察。有需要的开具解除医学观察证明。

6.医学观察期间出现发热、咳嗽、气促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
状，应立即向区疫情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由
区疫情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指派120转送至定点医疗
机构发热门诊进一步诊治；同时，医务人员做好三联单填报，
基层联由隔离医学观察点留底，其余两份交120（见附件4）。

7.医学观察期间，观察对象出现过激情绪、行为异常等，影
响正常秩序的，公安及安保人员负责做好秩序维护。

（三）隔离医学观察点注意事项

1.隔离医学观察点场所尽量远离居民区聚集区、商业区、学
校，相对独立，房间数量满足单独隔离需求；观察点内住宿
房间须为独立空调系统、独立卫生设施；禁用集中式空调系
统，同步封闭集中式空调和排风扇出入口，满足疾病防控的
需求和日常生活所需。

2.隔离医学观察点须配备相应数量的医用外科口罩、医用防
护口罩、手消毒剂及其它消杀物资，配备医学观察需要的测
温计和消毒药品、器械等。

3.隔离医学观察点管理人员在开展工作时应做好个人防护，
穿戴工作服、工作帽、医用外科口罩等。近距离长时间接触
时，由医务人员按照防护等级要求穿戴。

4.消毒处理：

（1）医学观察对象观察期满，解除隔离观察后，物业管理人
员对其房间和设施进行清洁、消毒，并加强通风。



（2）医学观察对象被诊断为疑似或确诊的，其所在房间和接
触的相关环境、设施，均按照疫点由专业人员进行规范的消
毒处理。

医学观察点消杀方案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隔离观察制度与流程篇四

目前，我校部分学生因疫情防控需要居家隔离。为确保每个
学生的学习都能有计划、有质量地开展，根据上级应急预案
文件精神，特制定本方案。

组长：

副组长：

组员：

部分居家隔离学生

各学科教师在线辅导

（一）针对具备网络学习条件的学生

1、平台和方式

所有具备网络学习条件的学生根据本班班级课表的安排和各
学科学习进度，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登录“国家中小学智慧
教育平台”完成线上学习，并主动完成任课老师布置的作业。

2、辅导方式和要求

（1）各学科任课教师每天按时在线上提醒学生当天要学习的



内容或主题，并提出具体的学习要求。

（2）当天需要布置作业的老师需在班主任处报备。各学科布
置家庭作业务必严格遵守“五项管理”工作要求，均衡各学
科作业量，以不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为前提。低年级建议以
实践、活动类作业为主，各年级不得强制要求家长每天将学
生作业拍照上传或打卡。各学科教师对学生主动提交的作业
要及时进行反馈、指导。

（3）一周辅导结束后，请班主任督促并收集好本班参与线上
辅导的各学科任课教师完成辅导情况反馈表（附件2），于周
五下班前放至教学部指定文件夹。

（二）针对不具备网络学习条件的学生

针对这部分学生，由班主任组织本班任课教师提前为孩子们
做好学科“学习包”，每个“学习包”分别包含“三个一”：

1、一张预习单：内容以指导学生如何预习、明确学习目标为
主；

2、一张任务卡：内容以该学科当天所学知识点为主，供学生
进行自学和学习效果检测；

3、一张交流卡：引导学生提出不懂的问题，任课老师及时进
行答疑解惑或进行知识拓展。

隔离观察制度与流程篇五

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托幼机构应当及时设立临时隔离室。对
可疑人员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隔离室内环境物品应便于实
施随时消毒和终末消毒，控制传染病在托幼机构内的续发和
爆发。



1、临时隔离室设置应相对独立，不得设在紧靠教室、食堂以
及儿童易到达的场所，采光、通风、保暖设施齐全，有独自
通向园外的出口，不与其他室内区域有空气流通。

2、设立醒目的“临时隔离室”标识，门前有闲人免进等提醒
标识，避免其他人员误入隔离观察区域。有足够的空间供被
观察的人员使用。

3、隔离室内应配备儿童床、桌椅、塑洗用具、便盆、消毒液、
洗手盆、毛巾、压舌板、听诊器、手电筒、体温表、玩具、
书籍、成人隔离衣等，最好有单独使用的卫生间和洗手设施，
隔离室用品一人一用一消。

4、建立临时隔离室管理制度，配备适量的安全防护用品和工
作人员，专人负责，职责明确。工作人员应做好个人防护。

5、对临时隔离室每天进行常规消毒处理。如若有可疑病例或
发热人员进入，需在疾病控制部门指导下，对临时隔离室进
行规范彻底消毒处理。

6、同一室内不能同时安排不同病种的病例。

1、临时隔离室设置应符合标准要求，每周进行常规清洁消毒。
临时隔离室由卫生保健人员具体负责，其他人员不得擅自进
入。

2、托幼机构内发现可疑传染病，启用临时隔离室暂为隔离，
隔离人不能随意离开隔离室，在卫生保健人员的指导下，可
在制定范围内活动，并尽快前往定点医院诊治。

3、隔离室的物品专用，使用后必须对墙面、地面、隔离室内
物品等严格的消毒处理后方可再用，做到物品摆放整齐无杂
物、无污染、无安全隐患。患传染病儿童的排泄物和分泌物
必须经过消毒再排入下水道。



4、卫生保健人员进入隔离室必须穿隔离衣、带工作帽和口罩，
接触患者后必须及时洗手。

5、隔离室每周进行紫外线消毒一次，照射时间不少于30分钟，
并及时进行紫外线消毒灯使用登记。

6、隔离室建立使用登记本，一旦启用必须进行详细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