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隔离管理的工作总结精选
总结是对某种工作实施结果的总鉴定和总结论，是对以往工
作实践的一种理性认识。什么样的总结才是有效的呢？以下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总结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
帮助。

2023年隔离管理的工作总结精选篇一

1、不得随意离开隔离房间，保持房门随时关闭，经常开窗通
风。

2、在隔离房间内可以不戴口罩，离开隔离房间时必须佩戴医
用口罩，佩戴前后应当及时洗手。

3、保证充足休息时间，注意增加营养，保持良好心态。

4、咳嗽时用纸巾遮盖口鼻，并及时洗手，保持手部清洁。

5、每天早晨和下午测量体温，自感发热时随时测量并记录。
出现发热、咳嗽、气促等呼吸道症状时，及时报告工作人员。

2023年隔离管理的工作总结精选篇二

面对新一轮疫情来袭，为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城关区委区坚持“至上、生命至上”高站位谋划、高效能指
挥、高质量推动。集中隔离点管控专责组闻令而动，第一时
间进入作战状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精细管控、统筹协
调。专班集结、岗前培训，迅速投入工作。50支专班队伍忠
于职守、默默付出，舍小家为大家，在病毒和群众之间筑起
了阻断疫情传播的坚固堡垒。

实现隔离管控“双闭环”针对病毒隐匿性强、传播速度快的
特点，隔离点首先建立管控内环，全体人员迅速进入“战



斗”状态，取长补短，开展信息摸底、环境消杀、核酸检测、
医废处置、安全巡视等，因地制宜制定工作方案、应急预案，
安全、消杀、物资管理、医废收集转运、值班值守等制度并
严格执行。特别是有驻点经验的干部再上“疫”线，在内点位
“以老兵带新兵”的方式，加强对新加入人员的培训，使大
家尽快熟悉的工作环境。同时，外点位抽调具有疫病防控经
验的骨干，迅速建立了管控外环，制定外围执勤、消杀消毒
和信息安全管理等制度，并联动辖区公安民警、退役军人、
物业保安等多方力量，切实落实集中隔离点值班值守工作。
通过内防外守，快速反应、四方联络，实现了隔离管控“双
闭环”。

构筑智慧管控“双保险”为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隔离点安
装了“云苑管家”门磁系统和移动“和家亲”监控系统。智
能门磁是一套探测门有没有发生移位的设备，在防疫集中隔
离点进行健康监测的人员打开装有智能门磁的房门，只要门
缝宽度超过1.5厘米，门磁就会感应到并生成报警信息，发送
到疫情防控管理人员的手机中，提醒管理人员注意或跟踪隔
离人员的开门行为。移动“和家亲”监控系统，能够实现分
区域管控，先进的人形识别技术一旦检测到人员出入，网格
管理人员的手机app就会弹提醒，便于管理同时也是提取证据。
同时声音和画面的异常信息也会第一时间传到到手机，形
成24小时预警，避免漏报。

通过“云苑管家”和“和家亲”两大系统助力，不但能进行
语音通话，而且实现了人形、声音和画面变化的异常监测，
给管控上了“双保险”，真正做到无盲区全覆盖，360度全方
位守护，大量节省人力，阻断每一个让病毒外传可能性。

组建点位温馨“大家庭”为更好彰显人文关怀，x酒店隔离点
专班结合现有资源，通过对接甘肃农业大学，将隔离点的4名
教师组成辅导组，建立了以“辅导组”为中心，医护保障组、
水电保障组、行政保障组、外围保障组相互配合的运行模式。



立即安排2名工作人员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并提供了八宝粥、
自嗨锅、酸辣粉等，帮她调剂生活，缓解压力。针对出现身
体状况的同学，专班每天安排专人对她们进行健康检查，早
中晚三次情绪疏导，形成工作台账，有事随叫随到。

通过辅导组牵线搭桥，各保障组各司其职，构建了一个“困
难有人管、需求有人应、说话有人聊”的温馨“大家庭”。
各组践行“细心、暖心、爱心”服务理念，第一时间疏导学
生情绪、解决生活所需。“你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每天准
时为我们送来热乎乎的饭菜和生活用品。我们特别想看到你
们真实的样子，却只能隐约看到你们的眼睛，但我们知道你
们一定是最可爱的人。我们彼此未曾相识，但这一刻我们的
心却是在一起的…”全体教师、学生在信中这样写到。

逆行的背影忙碌而充实，奔波的脚步匆忙而坚定，虽然隔离
点的工作很累很苦，但逆行者们始终一往无前，用实际行动
诠释着责任和担当，用大爱筑起了x疫情防控的红色堡垒!

2023年隔离管理的工作总结精选篇三

一、护理人员上班时衣帽整洁，不许穿工作服到院外。

二、护理、治疗前后均应洗手，必要时用消毒液浸泡。

三、无菌操作时要严格遵守无菌操作规程。无菌器械、容器、
器械盘、敷料罐、持物钳要定期灭菌与更换消毒液，注射时
做到一人一针一管一用一消毒一洗手。

四、病房定期通风换气，定期空气消毒，地面湿擦，床、床
头桌、椅每日湿擦，抹布应专用，用后消毒。

五、被褥定期更换，脏被褥应放固定处，不随地乱丢，不在
病房清点。



六、各种器械用具，使用后均需消毒，药杯、餐具必须消毒
后使用，便器应每次用后清洗消毒。

七、脏器移植的手术病人和有强烈传染性的病人，应安置在
单独病室，病室应事先消毒。

八、对出院病人，必须做好终末消毒。床、桌、椅等应用消
毒液擦拭，床垫、被褥洗晒消毒。

九、传染病人按常规隔离，病人的排泄物和用过的物品要进
行消毒处理，未经消毒的物品不许带出病房，也不得给他使
用，病人用过的被服应消毒后再交洗衣房清洗。

十、传染病房按病情分区隔离，工作人员进出污染区要穿隔
离衣，接触不同病种时更换隔离衣并洗手，离开污染区时，
脱去隔离衣。

十一、住院传染病人应在指定范围活动，不得互患病房和外
出，到其他科诊疗时，要做好消毒隔离工作。出院、转院及
死亡后应进行终末消毒。

十二、对受厌氧菌、绿脓杆菌等特殊感染的病人应严格消毒，
被接触过的'器械、被服、病室都要严格消毒处理，用过的敷
料应焚烧。

十三、进入治疗室、换药室应衣帽整洁并戴口罩，私人物品
不准带入室内。

十四、治疗室与换药室应每天通风换气，地面、桌椅用消毒
液擦洗，每天用紫外线对空气消毒或用消毒剂喷雾消毒，每
周彻底大扫除1次，每月作细菌培养1次。

十五、定期检查无菌物品是否过期，用过物品与未用过物品
应严格隔开，并需有明显的标记。



十六、治疗室抹布、拖把等用具应专用。

十七、换药车上的用物要定期更换和灭菌，换药用具应消毒
处理，然后再进行清洗消毒。

2023年隔离管理的工作总结精选篇四

一、母婴室应设置在新生儿房相近的独立区域，并设置有洗
手装置。工作人员进入室内接触婴儿前后应洗手，非工作用
品禁止携带入室。

二、病床每一天湿式清扫一次，一床一套;床头柜等物体表面
每一天擦拭一次，一桌一抹布，用后浸泡消毒、清洗、晾干
后备用;有污染的物体表面随时用消毒液擦拭消毒。病人的引
流液、体液、血液等液体标本就应用消毒液消毒后排入医院
污水处理系统。病房和走廊地面每一天湿式拖地三次，有污
染时用消毒液擦拭消毒。

三、住院产妇推荐使用一次性被褥、拖鞋，产妇哺乳前务必
洗手、清洁奶头。哺乳用具一婴一用一灭菌;隔离婴儿用具务
必单独使用，实行双灭菌。

四、婴儿所用的被褥、衣物、尿布(推荐使用纸尿裤)和浴巾
等物品，务必经过灭菌处理后一婴一用，避免交叉感染。遇
有医院感染流行时，务必严格执行分组护理的隔离技术。

五、严格执行一人一针一管一用一消毒制度。

六、室内用品、母婴床、家具等定期清洁消毒。母婴出院后，
其床单元、温箱应及时进行清洁消毒。

七、母婴一方患有感染性疾病时，均应及时与其他正常母婴
隔离。产妇在传染病急性期，应暂停哺乳。感染性强的疾病，
如脓疱疮、新生儿眼炎、鹅口疮等时应及时隔离。



八、患有皮肤化脓及其他感染性疾病的工作人员，应暂时停
止与婴儿的接触。

九、严格探视陪住制度。在感染性疾病流行期间，禁止探视。
每次探视结束后，母婴室应开窗通风，并进行相应的.清洁消
毒。

十、每月务必对母婴室空气、物表、消毒剂以及医护人员的
手作一次微生物监测，并保存好检测记录，对不合格的以及
接近限值的，务必及时分析原因并用心采取措施，重新监测
直到合格。

十一、对有乙肝等传染病的病人，应实行隔离治疗，并在病
历夹、床头卡上标明“乙型肝炎”等标志，所用用具、物品、
被服单独放置，单独处理。

2023年隔离管理的工作总结精选篇五

随着春节假期结束，各地回乡人员陆续返程。即便客流保持
低位运行，但仍动辄日均千万人次以上。随着人口流动，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正迎来一次新的挑战。
早敲警钟、早做谋划、紧密布防，让阻遏疫情扩散的防护网
再紧实一些、再牢固一些，才能让返程之路少一些忧虑，多
一分安全。

我们应有自警，防疫没有任何侥幸可言。当前，疫情防控仍
处于关键时期。有些隐匿性传染不容易被发现，人群集聚就
是风险，人群大规模流动就潜藏着大规模暴发的风险。就各
地防控工作而言，也还存在一些认知盲点、落实盲点，形势
仍然复杂严峻。城市规模叠加返程高峰，严峻形势需要所有
人提高警惕、做好防护。

我们应有自信，从已知的医学信息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并非不可治愈，也并非不可防御。从春节到现在，全国



各地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对遏制疫情扩散和蔓延发挥了重
要作用。目前多个省区市已经全部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一级响应，疫情防控正在全面推进，防控力度持续加大。
确保防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确保防控工作扎实有力，才能
在人口流动量增大的情况下程度减少疫情扩散。

我们也应有自觉，面对疫情每个人都要自觉负起责任。隔绝
疫情是社会共同责任，每个人的安危都与其他人的安危紧密
相关。返程中遇到疫情检测，不妨耐心对待、积极配合。出
行者也需要提前掌握职能部门和媒体发布的公众预防指南，
克服不必要的恐惧和慌乱。本着守法和负责的原则，个人做
好自我防护，就是对他人的负责;个人自觉做防疫情扩散的节
点，就是为斩断疫情的传播链条贡献力量。

我们还必须自强，遵循依法和科学的要求，防控疫情的力度
再怎么加强也不为过。返程人员增加，特别需要各地区、各
部门制定周密的`应对预案和防控措施，把形势估计得更严峻
一些，把问题想得更复杂一些，把措施定得更超前一些，把
决心下得更大一些，把服务做得更暖心细心一些。

疫情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每个环节都要夯实责任、不出差
错。相关部门也需要做好保障工作，确保人们安全返程返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