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酸检测工作实施方案 单位工作人员核
酸检测实施方案(优质5篇)

为有力保证事情或工作开展的水平质量，预先制定方案是必
不可少的，方案是有很强可操作性的书面计划。方案对于我
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方案。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方案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核酸检测工作实施方案篇一

为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落实“四早”要求，
确保一旦发生新冠肺炎疫情，能够在全街道规范有序组织大
规模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工作，积极及时发现和控制传染源，
特制定本预案。

本预案适用于我街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的大规模新冠肺炎核
酸检测（以下简称核酸检测）。应根据不同的.情景和反应水
平采取适当的筛查和检测策略。

目标是在5—7天内完成全员核酸检测。遵循“统一指挥、分
级负责、科学评价、快速反应、规范有序、一切检查必做”
的原则。

在街道防控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公共服务办：具体组织协调
街道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制定实施方案，配合村社落实转
运所需车辆设备、应急处置、物资后勤保障；协调其他部门
工作对接联动，落实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要求，加强监督检
查。[k3]党建办公室：负责数据收集与通报、信息评估与发布
等工作。平安建设办：负责共同维护现场秩序，处置突发事
件，加强采样点附近区域交通分流管控。其他处室部门共同
开展社会动员、治安维稳，协调村社按各自职责实施现场管
理。



村、社区：全面组织实施辖区目标人群核酸检测，开展常住
人口登记、采样点选址设置、宣传动员等调查。负责组织辖
区常住人口有序、分批到预先布置的采样点进行核酸采样，
并实施采样现场管理。；每个抽样组应相应配备2名登记员。
（一般安排熟悉辖区人员的社区工作者）。

蜀山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协调上级卫生健康部门，在全街道
安排采样检测人员，加强全过程质量控制；准备采样耗材、
检测试剂、配套设备、防护消毒用品等专业材料；（每个集
中采样点至少配备2台电脑、2台身份证阅读器、2台贴标仪器、
若干消毒用品）。

蜀山街道派出所：负责共同维护现场秩序，处理突发事件，
加强采样点附近区域的交通疏导或管控。

（1）准备工作

1、对象的基础。村社要提前完成辖区内常住人口基础测绘。
蜀山街道村、社区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记录表（附件1）

2、采样点的预先选址。原则上每个村（社区）设置一个采样
点，人口较少的村（社区）可就近设置。[k3]每个采样点为每
个5000人以下的人群配备一个采样组。工作量较小或提前完
成任务的取样组应通过机动部署。同时，在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设立首个转运样本集中接收点。（附件2）

（2）场地分区

每个采样点由外向内分为等候区、登记区、采样区、缓冲区、
临时隔离区和应急处置区。采样点每天工作时间为7：00—22：
00。

等候区。根据天气情况，各村配备了适当的保温、降温、遮
阳、防雨等设施，并准备了一定数量的医用外科口罩供考生



使用。如受检者较多，可设置多个检测通道，同时设置“一
米线”，提醒等候人员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对所有等候人员
进行亮码测温，发现异常“健康码”或体温异常立即转移至
临时隔离区进行排查。

注册区。根据天气情况，各村配备了帐篷、冷暖风机、桌椅、
笔记本电脑等。村工作人员采取一级保护，负责核实（采集）
考生的相关信息，包括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等。，并登
记联系电话、收款地点、收款日期和时间。注册后，发放条
形码标签。

采样区。每个采样组每天配备2套桌椅、3套消毒用品、1000
个病毒采样管、1000个鼻咽拭子、1000个序列号标签、4个50
孔试管架和消毒用品（75%酒精1瓶、洗手液1瓶、医疗垃圾
袋5个）。

缓冲区。每个采样点需要设置一个缓冲区，相对密闭，供采
集人员更换个人防护用品，放置与采样点大小相匹配的防护
用品、采集用消毒产品、拭子和病毒收集管以及消毒设备。

临时隔离区。每个采样点应设置临时隔离区，对采集过程中
发现的疑似患者或高危人群进行临时隔离。

应急处置区。用于处理采样时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需要配
备相应的应急药品、设备和临床医生。所有功能分区应在每
天打开前和取样后由经过培训的消毒人员彻底消毒。

（3）启动流程

1、我街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或区防控指挥部要求的大规模
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工作，计划立即启动。

2、街道防疫办通报了各村的紧急接触者，并联动蜀山街道卫
生服务中心、蜀山街道派出所等相关部门立即做好核酸检测



准备。

3、根据《蜀山街道大规模检测采样点记录表》（详见附
件2），各村社区通知并组织辖区常住居民核酸检测工作。街
道卫生服务中心指导实施采样点功能分区，落实采样队伍人
员及相关设备。

4、核酸检测数据统计组成员立即开始工作，统计组成员填写了
《蜀山街道大规模核酸检测居民日常采样信息（登记表）》
（详见附件3）

街道大规模核酸筛查、采样、检测所需经费由政府承担。

（1）提前计划，制定精确的政策

各村、社区要充分认识实施大规模核酸检测计划管理的重要
性和战略意义，强化底线思维和应急准备，落实属地和部门
责任。提前谋划，进一步明确工作流程体系，提前对辖区常
住人口和检测能力进行摸底调查，提前管理储备好各类应急
资源，要有信心，时刻保持警惕，做好大规模核酸检测准备。

（2）加强训练，提高能力

各村、社区要据此制定工作计划，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完
善，及时开展全过程培训演练。

（3）充分保证和防止反弹

继续严格落实冬春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各项措施，以
问题为导向，创新解决薄弱环节的机制措施，以确定性的准
备应对疫情的不确定性。一旦启动大规模检测，就要坚持全
面协调、条块结合，确保储备物资设备及时调配和调拨，确
保检测工作快速高效开展，争取第一时间快速控制传染源、
切断传染链条，严防疫情反弹。



核酸检测工作实施方案篇二

根据xx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印
发的《xx市27类重点人员核酸检测工作方案》的通知文件精神，
结合我市目前疫情防控情况，现将xx市教体系统重点人员核
酸检测有关事项安排如下：

xx市全市学校教职工（包括教师、后勤、宿管人员）。

（一）检测时间及核酸检测人员分配原则

本次全市教职工核酸检测时间为：

xx月xx日至xx月xx日，四天时间进行核酸检测。具体安排由
教育党总支、市直学校（幼儿园）联合属地卫生部门商定具
体事宜。

各乡镇（街道）参加核酸检测人员分配原则，第一天检测总
人数20%，第二天检测总人数30%，第三天检测总人数30%，第
四天检测总人数20%；分配人员时，此次检测为混采，以10人
为一组，尽量减少试剂浪费。

（二）管理原则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教育党总支、市直学校（幼儿园）联
合属地卫生部门，本着避免聚集、安全、方便的原则，为教
职工进行核酸检测。

（三）组织流程

一是各乡镇（街道）教育党总支、市直学校（幼儿园）要认
真组织本辖区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提前一天做好核酸检测人员
组织工作，摸清教职工详细信息底数后，教育党总支负责将
参加核酸检测人员详细信息推送给属地卫生院（社区服务中



心）；并由教育党总支安排本辖区专人做好登记，直至本工
作结束，事后存档。

二是辖区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负责对教职工认真开展核
酸采集工作，全部结束后将采集标本和教职工信息送至医疗
集团检测，待检测结果出来后反馈给教育部门。

（四）注意事项

一是进行检测时注意检测时全程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
保持一米线安全距离；

三是接种新冠疫苗24小时后，如果要做核酸检测需要把接种
新冠疫苗时穿的`衣服换掉。

核酸检测工作实施方案篇三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省市防控指挥部关于
现阶段疫情防控工作部署，有序、有效应对可能发生的新冠
疫情，全力做好大规模人群新冠病毒核酸筛查工作，根据
《宁波市大规模社区新冠核酸筛查操作指南》和象山县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制定本预
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24小时内完成辖区内56万人口全员筛查的要求制定工作
预案，组建标本采样队伍，多个采样点同步实施完成采样任
务。分区分类按照1:1、1:5、1:10方式检测，大规模筛查标
本检测主要由市里统筹，县里补充的方式完成。象山县第一
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总院、象山县红十字台胞医院医疗健
康集团总院、象山县中医医院医疗健康集团总院、象山县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4家pcr实验室及第三方实验室(杭州迪安医学
检验中心有限公司)负责医疗机构、隔离点应检尽检和社会层



面愿检尽检标本检测。

二、组织保障

成立象山县新冠疫情大规模村(社区)核酸筛查工作领导小组，
下设综合协调组、采样检测组、后勤保障组、宣传引导组、
安全维稳组、运输保障组和数据统计组7个工作组，负责统筹
全县大规模村(社区)核酸筛查人员排摸、组织发动、采样检
测、物资调配、队伍建设、宣传引导、安全维稳、全县调度、
数据统计等工作，确保核酸筛查工作安全有序展开。(各领导
小组名单见附件1)

三、前期准备

(一)工作人员准备

1.组建采样点工作队伍。采样点由各镇乡(街道)或相关单
位(企业等)负责建设和管理。每个采样点必须指定1名负责人，
全面负责采样点的管理和协调工作。每个采样点可根据实际
工作量，设置若干个标准采样工作单元。每个标准采样工作
单元上岗期间至少配备工作人员9名，包括负责人1名(可兼
任)、入口管理人员1-2名、出口管理人员1名、等候区工作人
员2名、采样准备区工作人员2名、采样医务人员2名。为确保
采样点24小时运作，每个工作单元需安排2倍数量以上的工作
人员进行轮班，准备区和采样区每班工作2-4小时;其他工作
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轮休，同时，每个采样点应配备1-2名
样本打包员。采样人员由县卫生健康局统一安排。其他工作
人员由镇乡(街道)协调采样点所在村(社区)或相关单位(企业
等)负责落实，公安、综合行政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派人予
以协助。

2.组建核酸检测队伍。县域四家实验室符合核酸检测资质
的52名检验技术人员通过再培训、再考核，以实验室为单位
组建核酸检测队伍5支。



3.组建运送队伍。每个镇乡(街道)安排2名人员负责辖区内标
本收集转运，要求每组配备安卓系统手机1个。县综合行政执
法局负责根据采样单元设置情况，按照分区包干的原则组建
若干个医疗废物收集运送队伍。各组按照预先设定的路线巡
回收集标本和现场医疗废物运送至指定地点或医疗废物暂存
点，同时接受大规模村(社区)核酸筛查工作领导小组的调度。

4.组建采样质控队伍。抽调县级医疗机构院感和护理专家36
人，每2人一组，每组负责一个镇乡(街道)采样单元，巡回指
导督查各采样单元工作人员采样操作技术是否符合规范，个
人防护是否到位，现场流程设置是否合理，标本打包储存和
医疗废物处置是否符合要求，保障现场采样质量，防范现场
感染风险。

5.组建应急队伍。县委宣传部负责向社会招募志愿者100名，
县卫生健康局负责抽调核酸采样医护人员100名，组成村(社
区)核酸采样应急小分队，每组4名(信息采集志愿者2名，采
样医务人员2名)，用于应对紧急情况下的小规模村(社区)核
酸采样和混采阳性复采复检。

(二)采样对象准备

1.人员排摸：以镇乡(街道)为单位，结合第七次人口普查数
据开展辖区常住人口排摸，实时掌握筛查人口底数和分布，
包括近阶段内短期外来人员，同时要摸清本辖区内老弱病残
无法自行前往采样点的人员名单。预先确定各采样点承接的
人口数量、覆盖区域和采样顺序，制定采样计划表。工业园
区要摸清园区常住人员与工作人员，并与园区企业所属镇
乡(街道)密切沟通，确保人员排摸到位。各企事业单位要实
时掌握临时务工人员信息，落实责任人，各宾馆、景区要负
责大规模核酸筛查启动时，本区域内人员固定和信息提供。

2.人员组织：一旦启动村(社区)新冠核酸筛查工作，由各镇乡
(街道)牵头，按照事先制定的工作预案和采样计划表，以居



民小区楼宇、自然村组、机关事业单位、学校等为最小单元，
有序组织群众(随带身份证，外籍人员随带护照)分批前往临
时采样点采样。企业采样对象排摸和组织，由企业负责协调
各镇乡(街道)落实。

(三)采样点准备

1.场地选址。遵循安全、科学、便民的原则，由属地根据目
标要求，综合考虑辖区人口数量、人口分布、交通环境、天
气因素等情况制定采样点和采样单元设置方案，根据需要可
以多个采样单元集中在一个采样点或者一个采样单元负责多
个采样点。原则上就地选择面积宽裕、通风良好，便于出入
口管控的广场、空旷场地作为采样点优选条件，固定采样点
面积原则上不少于200平方米，能满足每小时300人次以上排
队采样的工作需要。采样点需提供电源和网络，室外场地根
据天气条件配备保温、降温、遮阳、遮雨等设施。

2.布局分区。采样点按照不同功能，划分为出入口、等候区、
准备区、采集区、缓冲区、临时隔离区、临时救护区、医疗
废物暂存区等。各分区之间设置警戒线，避免交叉重叠，有
明显标识，室外场地可按需搭建临时帐篷。采样点入口、等
候区、准备区、缓冲区、临时救护区设置在上风向;采集区、
临时隔离区、医疗废物暂存区和采样点出口设置在下风向。

(1)出入口：采样点设置若干个出入口。入口处设置1台自动
测温仪或配置若干把测温枪，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引导、测温
和查验健康码(甬行码、甬行证)和行程卡。出口处安排工作
人员引导分流，便于快速撤离。

(2)等候区：在醒目位置张贴采样流程、注意事项等须知内容。
等候区设置人员通道，同时设置一米间隔线保证采样对象的
防护安全，避免人群聚集。老年人、儿童、孕妇和其他行动
不便者优先等候。有条件的在等候区设置间隔1米间距的简易
座位(如小塑料凳)供等候群众就座等候。志愿服务人员负责



秩序维护、现场安保等工作。

(3)准备区：每个标准采样工作单元在准备区配备2张桌椅;设
备配置首选2台安卓智能手机和配套充电设备，同时配备1台
笔记本电脑、1台身份证读卡器和1台扫码枪，并调试连接宁
波市核酸检测信息采集系统。工作人员负责采样对象信息登
记、采集管准备(包括条码绑定)和采样对象分组等工作。

(4)采集区：每个标准采样工作单元在采集区配备2张桌椅，
以及采集用消毒用品、医疗废物桶(袋)、拭子、采集管、专
用转运容器，并为采集对象准备纸巾、呕吐袋和口罩备用。
必要时准备4℃冰箱或低温保存箱，用于无法及时送检标本的
临时暂存。

(5)缓冲区：空间应当相对密闭，可供采样点工作人员更换个
人防护装备，放置与采样规模相匹配的防护用品、采集用消
毒用品、拭子和采集管，户外消杀设备等。

(6)临时隔离区：可选用邻近单独房间或搭建帐篷，用于采样
过程中发现的高危或可疑人员的暂时隔离。

(7)临时救护区：可选用邻近单独房间或搭建帐篷，用于采样
现场人员突发意外时的紧急救治。配备临时急救设备、器械
和急救药品，并能满足病人在急救转运前的暂时留置。所有
参与采样的医护人员应接受紧急医学救护知识培训并具备相
应能力。

(8)医疗废物暂存区：在室外设置围栏或搭建帐篷，并配备若
干个密封容器，用于临时存放采样过程中产生的医疗废物。

(四)物资准备

1.后勤物资。采样点布置所需帐篷、桌椅、隔离装置、电
源(线)、照明、监控、标识标牌、办公用品等设施，信息采



集所需的手机、笔记本电脑、身份证读卡器和扫码枪等设备，
必要时标本储存所需的4℃冰箱或低温保存箱等均由镇乡(街
道)协调采样点所在村(社区)提前准备到位，或由镇乡(街道)
统筹配置，要求落实专人负责保管和维护。

2.采样物资。采集管和采集拭子由县卫生健康局(县疾控中
心)提前采购储备，采集工作人员所用防护口罩、隔离衣、手
套、鞋套、面屏、防护服、手消剂、消毒用酒精等消毒防护
用品，医疗废物袋(桶)、标本转运箱等物资由辖区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准备，防护用品按照每个采样单元1组工作
人员需求量打包成防疫包储存在备用仓库，应急时由每组指
定人员领取即用，节省时间、避免遗漏。

(五)信息系统准备。

1.采样检测系统。使用宁波市核酸检测信息采集系统(浙江省
核酸检测信息采集系统备用)，每个镇乡(街道)需提前准备4
台笔记本电脑、4台身份证读卡器、4台扫码枪、6台安卓智能
手机(含流量卡)以及相应的充电设备和电源(线)，安装好系
统程序和设备驱动备用，日常有专人保管和维护。提前测试
信息系统，使用身份证读卡器、二维码扫码等信息化手段关
联受检者信息。县卫生健康局提前准备能与检测实验室lis系
统对接的编码，在启动时分发各镇乡(街道)。同时准备村(社
区)大规模新冠核酸筛查信息系统的单机版软件，以及手工方
式进行采样对象信息登记核对、编码并与采集管绑定等的工
作预案，以便应对断网、断电等突发情况。

2.指挥调度系统。建设指挥部调度系统，实时反映全县各采
样点设置、采样进程、标本收集检测情况，便于指挥部根据
各镇乡(街道)现场进度随时调度队伍和物资，及时进行策略
调整。

3.视频监控系统。采样点附近应有监控摄像头，或者在现场
安装临时摄像头，对采样过程进行视频监控并至少保存1个月，



以便必要时配合流行病学调查。

(六)运送车辆准备。根据镇乡(街道)采样点数量配备标本转
运车，原则上至少每个镇乡(街道)配备1辆，丹东、丹西、石
浦、西周、鹤浦至少2辆，负责收集辖区内各采样点标本运送
至县检测机构，县卫生健康局安排若干辆标本转运车，负责
将全县标本统筹运送至县外检测机构。标本转运车辆，统一
挂牌生物安全标识。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按照采样单元数量安
排医疗废物运送车辆，统一制定医疗废物标识。每组车辆进
行编号，分区负责，统一调度。分区域集中安排车辆消毒点，
用于转运后消毒处置，车辆承担转运任务期间，不得用于其
他用途，转运时做好生物安全防护。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
要根据实际需要做好运输安全保障工作。

(七)完成人员培训。大规模村(社区)核酸筛查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镇乡(街道)预案培训;县卫生健康局负责各基层分院院长、
核心实操骨干、采样人员、运送队伍、应急小分队的培训。
内容包括采样全流程、采样点布置、系统应用、各岗位职责
以及个人防护等;各镇乡(街道)负责各采样单元工作人员岗位
职责、系统应用、个人防护、场地消杀等方面的培训。

(八)检测实验室准备。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总院实
验室力争达到每日5000管的检测设备储备。县机关事务局改
造老便民服务中心水电设施和污水处理系统，作为方舱实验
室用地。

四、筛查启动

县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在应急状态下成立县疫情防控指挥部，
下设县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县疫情防控办，根据镇乡(街道)
发生新冠疫情(包括发生本地病例、聚集性疫情、冷链食品及
从业人员检测阳性等情形)，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市、县两级专
家进行风险评估，认为有可能在镇乡(街道)内造成村(社区)
传播的，县卫生健康局立即上报县疫情防控办，由县疫情防



控指挥部决定并向县大规模村(社区)核酸筛查工作领导小组
下达启动命令。

五、组织实施

(一)组织发动

县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向需筛查的镇乡(街道)、管委会(中心)
下达启动大规模村(社区)全员核酸筛查指令，镇乡(街道)、
管委会(中心)通知村、村(社区)、企业、学校等负责人，由
联村(企)、村(社区)干部包干包片负责通知到户、到人，充
分依靠网格管理员、辖区民警、村(企)、村(社区)干部、志
愿者等力量，通过发放宣传单、张贴告示、发送短信、上门
通知等方式，告知辖区内广大居民(包括居住人口)，主动前
往采样点配合进行集中核酸采样检测事宜，做好前期人员排
摸情况比对登记，确保所有人员核酸检测“应检尽检，不漏
一人”。

(二)现场采样

1.采样点启用。按照封闭区、封控区、闭环管理区和一般管
理区域先后顺序启用采样点，区域采样点按照不同功能分区
和预先设置的平面图和流程图尽快布置到位。由镇乡(街道)
牵头，以村(社区)为单位，按照每个采样单元工作队伍名单
组织人员到岗，完成采样点布置，设备、系统调试，实施流
程预演。各医疗健康集团、质控队伍、卫生监督所做好现场
场地设置、院感防控、个人防护、医疗废物处置等环节督导。

2.信息登记。采样对象到达采样点后，严格执行测温、验码
措施，体温或两码异常者由工作人员引导至临时隔离点，并
联系专车就近转运至发热门诊进一步检查;体温和两码正常者
由现场志愿服务人员引导到等候区排队等待进入准备区。在
准备区，工作人员根据采样对象的身份证逐一采集个人信息，
对未携带身份证的采样人员指导使用本人(或现场志愿服务人



员)的智能手机通过扫描专用二维码的方式进行个人信息登记。
登记过程中，工作人员不得触碰采样对象的身份证件等随身
物品。

3.人员编组。人员信息核对无误后，工作人员先通过手机扫
描转运容器条码和采集管条码，完成采集管与标本专用转运
容器绑定，随后根据封闭区、封控区、闭环管理区等要求以1
人一组，5人一组，最多10人一组进行人员身份信息与采集管
条码绑定。工作人员如与采样对象有身体或随身物品接触，
必须用手消剂进行手卫生。

4.标本采集。人员编组完成后，由工作人员将同一采集管绑
定的.一组采集对象引导到相应的工作点位进行采样(首选鼻
咽拭子)，并按照编组人数进行样本混合，形成待检样本。封
闭区按照单人单管方式采集。采样完成后，引导采样对象从
出口处快速撤离。

5.标本送检。样本采集量达到标本转运箱最大量后，准备区
工作人员更换标本转运专用条码。经核对采集管数量无误，
由采样区工作人员对专用转运容器规范打包，并在外包装贴
上专用条码，等待标本转运人员交接运送。实验室收到专用
转运容器时，在信息平台输入专用转运容器条码并核对数量
无误后，完成标本转运交接。送检机构由县卫健局根据采样
数量和检测能力统一调度。样本原则上应当低温(2-8℃)保存，
如不具备低温保存条件的，在采样点放置时间不超过4小时。
样本采集后应当在4小时内按批转运，6小时内上机检测。

6.环境消毒。采样结束后，医务人员负责工作区域物品(包括
现场登记使用的所有电子设备)消毒，镇乡(街道)安排专业消
杀公司按规范进行采样点环境消毒。消毒规范参见《关于印
发应对秋冬季新冠疫情医疗救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联防联控
机制医疗发〔_〕276号)附件2中的“清洁与消毒指引”等相
关规范文件。



7.防护要求。采集区工作人员采用n95及以上医用防护口罩、
防护面屏、防护服、乳胶手套(必要时双层)、防水靴套;准备
区工作人员采用n95及以上医用防护口罩、防护面屏、防护
服(或隔离衣)、乳胶手套(必要时双层)、防水靴套;手套被污
染时，及时更换外层乳胶手套。每采一个人应当进行严格手
消毒或更换手套。标本运送人员采用医用外科口罩、医用乳
胶手套、工作服，可戴医用防护帽。环境清洁消毒人员，建
议穿戴工作服、一次性工作帽、一次性手套和长袖加厚橡胶
手套、防护服、kn95及防护口罩、防护面屏、工作鞋或胶靴、
防水靴套、防水围裙或防水隔离衣。其他工作人员穿戴一次
性工作帽、医用外科口罩、工作服、一次性手套。必要时，
等候区志愿人员可使用kn95及医用防护口罩，佩戴防护面屏。

8.医疗废物处置。各环节产生的医疗废物，均应做好收集、
包装、无害化处理、暂存、交接和转运等工作，使用双层包
装袋盛装医疗废物，有效封口，确保封口严密，确保医疗废
物包装无破损、无渗漏。应当由经过适当培训的人员使用适
当的个人防护装备和设备处理危险性医疗废物。所有危险性
医疗废物必须按照统一规格化的容器和标示方式，完整且合
规地标示废物内容。由医疗废物转运队伍负责各采样点医疗
废物转运处置。

(三)样本检测

由县卫生健康局协调市卫生健康委支援，按照指定检测机构
进行标本分配。检测按照《关于印发新冠病毒核酸10合1混采
检测技术规范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医疗发〔_〕352号)和
有关文件执行。

(四)结果反馈

标本送检后，力争在24小时内反馈结果，受检群众通过“浙
里办”或“健康象山”等平台查询检测结果。



(五)应急处置

检测机构一旦发现阳性标本，立即报告县卫生健康局和县大
规模村(社区)核酸筛查工作领导小组，县大规模村(社区)核
酸筛查工作领导小组通知村(社区)、公安尽快排摸、控制、
单人单间隔离相关人员，通知县急救站派遣负压救护车运送
阳性人员至定点医疗机构，定点医疗机构按照流程规范接诊
救治，县疾控中心进一步流调，排摸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人
员，实施隔离观察，指导疫点消杀处置。混检检测阳性时，
立即通知应急采样小分队落实被检人员一人一管单采，采取
首检负责制，单采复核样本送至原实验室进行检测。如单采
复核阳性，参照单采检测阳性处置流程，混阳单采检测工作
应在6小时内完成。

六、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镇乡(街道)制定辖区大规模核酸检测工
作预案，切实履行大规模村(社区)核酸筛查的主体责任，县
大规模村(社区)核酸筛查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大规模核酸筛
查工作的组织协调，确保第一时间启动到位。县有关部门要
明确责任，各司其职，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合力推进工作开
展。

2.加强宣传引导。进一步加强新冠疫情防控知识的科普宣传，
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多角度开展
大规模村(社区)核酸筛查意义和作用的宣传。压实属地责任，
做好辖区内群众的宣传动员，配合有序开展采样工作，避免
出现混乱、恐慌和人员聚集等现象。

3.做好应急准备。各镇乡(街道)、村(社区)要制定本辖区大
规模核酸筛查具体实施方案，按照“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
时不备”的原则，做好采样点布置平面图、工作人员组织及
培训，物资准备和调度预案，同时组织开展辖区不同层级应
急演练，持续完善工作预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