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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复工安全生产防疫指南

科普知识篇



1、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

  冠 状 病 毒 是 自 然 界 广 泛 存 在 的 一 类 病 毒 因

该病毒形态在在电镜下观察类似王冠而得名。目

前为止发现冠状病毒仅感染脊椎动物，可引起人

和动物呼吸道、消化道和神经系统疾病。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识

新型冠状病毒是以前从未在人体中发现的冠状病毒新毒株。（世界卫生组

织已经将其命名为“2019-nCoV,即2019新型冠状病毒”）

来源：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人民日报



2、哪些人容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人群普遍易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免疫功能低下和免疫功能正常人群均

可发生，与接触病毒的量有一定关系。是否会感染，主要取决于接触机会，并
不是抵抗力强的人群就不会感染。

能够保护自己和家人不感新型冠状病毒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接触任何感染
者。只要接触到患者，就有可能感染，无论是抵抗力强的人，还是抵抗力差的
人。儿童接触的机会少，感染的机率低；同样的接触机会，老年人、有慢性病
的人以及抵抗力差的人感染几率可能更大。

来源：人民日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识



3、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有哪些？

p 患者喷嚏、咳嗽、说话的飞沫，呼出的气体近

距离接触直接吸入，可导致感染

p 飞沫混合在空气中，形成气溶胶，吸入后导致

感染。飞沫沉积在物体表面,接触污染手后，再

接触口腔、鼻腔眼睛等黏膜，导致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识



4、什么是飞沫传播？

p患者喷嚏、咳嗽、说话的飞沫，呼

出的气体近距离接触直接吸入，可

导致感染

p飞沫混合在空气中，形成气溶胶，

吸入后导致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识



5、什么是密切接触者？ 

密切接触者指与疑似病例、确诊病例和阳性检测者有如下接触情形之一，但

未采取有效防护者: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识

共同居住、学习、工作，或其他有密切接触的人员，
如近距离工作或共用同一教室或在同一所房屋中生活。

诊疗、护理、探视病例的医护人员、家属或其他有类
似近距离接触的人员

病例同病室的其他患者及其陪护人员

乘坐同一交通工具并有近距离接触人员

现场调查人员调查后经评估认为符合条件的人员
来源：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
心、人民日报



6、对密切接触者注意

p 建议对密切接触着，进行医学观察14天。

p 如果怀疑身边的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首先要戴好口罩，与其保持

好一定距离，同时建议对方戴好口罩，到就近的定点救治医院发热门

诊接受治疗。

p 如果怀疑自己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首先不要去人群密集的地方，戴上

口罩，与家人保持好距离，注意通风，注意个人卫生，到就近的定点

救治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就诊时主动告诉医生接触过哪些人，配合医

生开展调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识



7、密切接触者监控建议

p 建议对密切接触着，进行医学观察14天。

p 早晚测量体温，有无发热情况。

p 上报单位或者居委会等，最近去过的地方接触的人群等基本信息。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识



8、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有什么临床表现？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一般症状有: 发热、乏力、干咳，逐渐出现呼吸困难；

部分患者起病症状轻微,甚至可无明显发热。严重症状有：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出凝血功能障碍。从目前收治的病例

情况看，多数患者预后良好，少数患者病情危重，甚至死亡。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识



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有什么临床表现？ 

除了以上发病症状，还有可能发病症状“不典型”，例如:

p 仅以消化系统症状为首发表现:如轻度纳差、乏力、精神差、恶心呕吐

、腹泻等。

p 以神经系统症状为首发表现:如头痛。

p 以心血管系统症状为首发表现:如心慌、胸闷等。

p 以眼科症状为首发表现：如结膜炎。

p 仅有轻度四肢或腰背部肌肉酸痛。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识



10、在临床上怎样识别观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识

来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1、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措施

p 标准预防措施；

p 空气传播预防措施；

p 接触和飞沫预防措施：勤洗手，出门戴口罩；

p 房间通风换气；

p 清洁、消毒：新型冠状病毒对热敏感，56℃热水浸泡30 分钟、75%

酒精、含氯消毒剂，氯仿等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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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防护篇



战役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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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全力以赴



战役全力以赴



战役全力以赴



战役全力以赴





信息来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

如何选择口罩



信息来源：不同人群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口罩选择和使用技术指引

如何选择口罩

口罩类型及推荐使用人群

 推荐使用     √选择使用

人群及场景 可不带或
普通口罩

一次性使用
医用口罩

医用外
科口罩

颗粒物防
护口罩

医用防
护口罩

防护
面具

低
风
险

居家活动、散居居民 

户外活动者 

通风良好场所的工作
者、儿童和学生等 



信息来源：不同人群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口罩选择和使用技术指引

如何选择口罩

口罩类型及推荐使用人群
 推荐使用     √选择使用

人群及场景 可不带或
普通口罩

一次性使用
医用口罩

医用外
科口罩

颗粒物防
护口罩

医用防
护口罩

防护
面具

较低
风险

在人员密集场所
滞留的公众 

人员相对聚集的
室内工作环境 

前往医疗机构就
诊的公众 

集中学习和活动
的托幼机构儿童、

在校学生等




信息来源：不同人群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口罩选择和使用技术指引

如何选择口罩

口罩类型及推荐使用人群

 推荐使用     √选择使用

人群及场景 可不带或
普通口罩

一次性使用
医用口罩

医用外
科口罩

颗粒物防
护口罩

医用防
护口罩

防护
面具

中
等
风
险

普通门诊、病房工作
医护人员等 √  

人员密集区工作人员 √  

从事与疫情相关的行
政管理、警察、保安、

快递等从业人员
√  

居家隔离及与其共同
生活人员 √  



信息来源：不同人群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口罩选择和使用技术指引

如何选择口罩

口罩类型及推荐使用人群

 推荐使用     √选择使用

人群及场景 可不带或
普通口罩

一次性使用
医用口罩

医用外
科口罩

颗粒物防
护口罩

医用防
护口罩

防护
面具

高
风
险

疫区发热门诊 √  √

隔离病房医护人员 √  √

隔离病房服务人员  √

对确诊、疑似现场流
行病学调查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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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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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篇



针对疫情，成立公司疫情防范小组，进行人员管控，环境消毒，疫情宣传，

物质筹备等方面工作，确保公司所有的疫情防护措施做到位。

建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机构



疫情防范组长

员工回流统计组

每日诊断隔离组

厂区宿舍消毒组

疫情宣传教育组

防护用品筹备组

建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机构

承担疫情防控全面职责

负责疫情应急小组全面指导，出现疫情爆发，企

业要在第一时间内向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

同时向上级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疫情防范组长

员工回流统计组

每日诊断隔离组

厂区宿舍消毒组

疫情宣传教育组

防护用品筹备组

建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机构

全权承担公司防控相关数据的统计上报工作。

认真加强返岗返工人员健康监测工作。要提前掌

握返岗返工人员信息，建立“一人一档”，了解其返

企时间和交通方式，合理安排员工返程。要建立主动

健康申报制度，返岗返工人员返企前需填写健康申报

表，内容包括前14天本人外出情况、与病人接触情

况等流行病学史及本人与同住人员身体健康状况。



疫情防范组长

员工回流统计组

每日诊断隔离组

厂区宿舍消毒组

疫情宣传教育组

防护用品筹备组

建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机构

设立企业测温点或临时隔离室，配备防护口罩、

消毒液、红外测温仪等疫情防控用品。要建立全员健

康监测制度，应急响应期间每日上午(必要时增加中

午一次)，在人员进入工作场所时对全员测量体温并

进行健康询问，凡有发热及咳嗽等症状的，应阻止其

进入工作场所。



疫情防范组长

员工回流统计组

每日诊断隔离组

厂区宿舍消毒组

疫情宣传教育组

防护用品筹备组

建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机构

消毒组每天要在上午、下午上班前对生产区域、

办公室进行消毒；每道工序换班后，都要对设备进行

消毒；要加强职工食堂卫生管理，加强餐厅的通风和

预防性消毒；要确保工作环境清洁卫生，注意通风换

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对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

用设施进行消毒，倡导员工养成勤洗手的习惯。



疫情防范组长

员工回流统计组

每日诊断隔离组

厂区宿舍消毒组

疫情宣传教育组

防护用品筹备组

建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机构

全面强化疫情防控宣传教育，加强员工健康宣教，

强化舆论引导，及时、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及防

治工作信息，避免员工恐慌情绪。同时，持续开展预

防知识宣传，向员工发送预防知识和就医指南，加大

健康科普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员工认知和自我防护

能力。



疫情防范组长

员工回流统计组

每日诊断隔离组

厂区宿舍消毒组

疫情宣传教育组

防护用品筹备组

建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机构

承担公司各职能部室疫情防控及各类防控物资的

购置、补充的任务。做好消毒液、口罩等防控物品的

购置补充工作，为打好防疫攻坚战、阻击战提供物质

保障。



人员摸排

复工前的准备工作

员工健康登记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姓名 年龄

现住地址 联系方式

假期所到城市 部门

返回时间 乘坐交通工具

乘车信息 放假期间是否去过疫区或接触来自
疫区的人员



物资准备

复工前的准备工作

企业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应急用品清单

序号 用品分类 用品清单

1 防护类用品 一次性医用口罩/n95口罩/防护服（GB19082-2003）/
护目镜/乳胶手套/丁腈手套/一次性手套

2 消毒类用品 84消毒液/75%酒精/洗手液/肥皂/喷雾器

3 诊断类用品 手持红外体温测试仪/温度计/血氧仪

4 警戒类用品 警戒绳/雪糕筒



物资准备

复工前的准备工作

企业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应急用品清单

序号 用品分类 用品清单

5 宣传类用品 疫情防控宣传手册/广播喇叭/便携喇叭

6 转运、应急类用品 担架/应急交通车及其他防疫物资（有条件的可以准备）/
担架/氧气袋

7 临时隔离区（体温异常
时转运前） 单独房间/生活日用品

8 防护物品回收类 医疗废物处理袋/口罩回收桶/消毒物品回收桶

9 软资源 信心/勇气/强大的内心/心理疏导员



开工时间及条件

 

复工前的准备工作



返厂复工人流管控措施

复工前的准备工作



复工前的准备工作

节后复工期间人流管控表

正常员工 区域限制 准入规范 管控措施

异常员工

外来送货人员

外包商

餐饮服务商

客户

一般访客

应聘人员

其他访客



消毒杀菌

复工前的准备工作

复工前厂区消毒杀菌记录表

楼层/房间 消毒方法 消毒频次 消毒物品 责任人

办公区

生产区

生活区

食堂

公共区



重点场所肺炎预防指南



场所 公共交通工具

事故风险分析 人员密集、情况复杂、容易感染

工作职责
1、每日确认完成消毒；
2、检查乘车人员是否正确佩戴口罩；
3、是否存在有症状的人员。

处置措施

1、定期消毒；
2、疫情期间减少公共交通出行；
3、佩戴口罩；
4、尽量减少接触车内设施；
5、与其他乘客保持距离。

注意事项 注意飞沫传播、接触传播

重点场所肺炎预防指南



重点场所肺炎预防指南



场所 公共卫生间

事故风险分析 新型肺炎存在粪-口传播，隔离时应避免共用卫生间

工作职责
1、每日确认完成消毒；
2、是否正确佩戴口罩；
3、是否存在有症状的人员。

处置措施
1、加强手部卫生。减少接触公共场所的公共物品和部位；
2、定期进行消毒；
3、使用时，用消毒纸巾擦拭接触部位。

注意事项 注意飞沫传播、接触传播、粪-口传播

重点场所肺炎预防指南



重点场所肺炎预防指南



场所 办公场所

事故风险分析 暴露程度高、人员相对固定，不易感染

工作职责 1、排查异地返回人员情况；
2、是否定期消毒。

处置措施

1、按规定时间上班复工；
2、勤洗手、定期消毒；
3、少开会，多使用网络工具布置工具
4、定期通风。

注意事项 注意飞沫传播

重点场所肺炎预防指南



重点场所肺炎预防指南



场所 食堂

事故风险分析 暴露程度高、人员不固定，较易被感染

工作职责 是否定期消毒、清洁

处置措施

1、饭前洗手；
2、定期消毒；
3、错峰就餐，加大就餐人员间距；
4、服务人员佩戴口罩。

注意事项 注意飞沫传播、接触传播

重点场所肺炎预防指南



重点场所肺炎预防指南



场所 电梯（狭小空间）

事故风险分析 空间小、空气不流通、人员流动性大，极易感染

工作职责 是否定期消毒

处置措施

1、搭乘电梯一定要戴口罩
2、频繁为电梯间消毒；
3、减少乘坐次数；
4、触碰完电梯按钮马上洗手。

注意事项 注意飞沫传播、接触传播

重点场所肺炎预防指南



重点场所肺炎预防指南



场所 门卫

事故风险分析 暴露程度极高、接触外部人员多，容易感染

工作职责
1、是否执行相关门禁制度；
2、记录是否规范；
3、发现异常人员是否及时报告。

处置措施 1、门卫人员必须佩带防护用品；
2、执行提问监测和人员登记措施。

注意事项 注意飞沫传播、接触传播

重点场所肺炎预防指南



重点场所肺炎预防指南



场所 宿舍

事故风险分析 暴露程度一般，人员相对固定，较易感染

工作职责
1、是否存在重点疫区返回人员；
2、外出是否佩带口罩；
3、是否经常洗手。

处置措施
1、勤洗手、常通风
2、健康饮食、加强健康监测；
3、减少与外部人员接触。

注意事项 注意飞沫传播、接触传播

重点场所肺炎预防指南



重点场所肺炎预防指南



场所 车间

事故风险分析 暴露程度一般，人员相对固定，不易被感染

工作职责
1、排查安全生产隐患；
2、排查人身健康状况；
3、是否正确佩戴防护用品。

处置措施
1、确认作业人员身体状况；
2、定期消毒、常通风
3、在作业允许的情况下佩戴防护用品。

注意事项 注意飞沫传播、接触传播

重点场所肺炎预防指南



疫情控制线路图



疫情控制线路图

飞机火车上
全程带好口罩

给座椅扶手消毒
准备免洗手消毒液

换乘户外线

路上
远离人员密集区域

路口

私家车上
注意车内消毒通风
尽量不拼车同行

返程线



疫情控制线路图

公司门口

户外线

换
乘
上
班
线

路上

注意手部卫生

家门口

出门带口罩

聚会场所

尽量不要前往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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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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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控制线路图

公司门口

测量体温

上班线

换
乘
户
外
线

换
乘
户
外
线

电梯间

可爬楼梯
代替乘坐电梯

办公室

定时通风
多人办公需戴口罩

会议室

尽量减少开会
传阅文件前后需洗手

公司食堂

错峰就餐
少说快吃

公共区域

定时通风
每日进行消毒

公司门口

下班出公司
洗手带口罩



疫情控制线路图

宅线



疫情控制线路图

居家观察线



疫情控制线路图

洗手线



疫情控制线路图

就医线

家门口
出门戴口罩

换乘宅、居家观察线

路上
避免乘坐
公共交通

诊室
告知医生
旅行居住史
疑似患者接触式

医院
选择定点医院

注意防护



企业要精心做好疫情监测、排查和预警等工作，每日12:00前向属地政府相

关部门报送企业员工到岗情况和疫情防控等相关数据，紧急情况应按规定立即报

送，不得迟报、瞒报、漏报。

上报程序



第一步

打开微信软件，在右下角点

击我→支付中找到“城市服务” 

的功能，图中箭头所指的位置，

如图所示：

上报程序



第二步

我们进行城市的选择，将想要进行

上报疫情的位置进行定位，可以手动选

择也可以自动定位，如图所示：

上报程序



第三步

设 置 完 之 后 找 到 热 门 服 务 中 的 疫 情 督

查 的 文 字 ， 点 击 进 行 疫 情 督 查 的 上 报 ， 如

图所示：

上报程序



第四步

可 以 看 到 征 集 疫 情 防 控 线 索 ，

这 个 是 官 方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主 板 的 ，

可 以 进 行 线 索 意 见 等 上 报 ， 点 击 进

入，如图所示：

上报程序



第五步

可以看到疫情防控线索征集的公告，认

真阅读之后可以在页面底部进行线索的填写

，如图所示：

上报程序



第六步

认真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问题和留言的内

容，留言需要实名登录，填写完之后上报就可

以了，如图所示：

上报程序



企业复工安全生产防疫指南

防疫案例篇



故意隐瞒病情就是给病毒当帮凶



晋江男子#武汉返乡却谎称菲律宾回来#

参加宴请致3000多人被监测；四川雅安老人隐

瞒疫区行程致100余人密切接触；全国已有多人因隐

瞒行程、病情被立案.... . .  你的隐瞒不仅是对自己、他

人的伤害，也让无数人的付出功亏一篑！请主动申报

疫情高发地区旅居史，配合疫情排查！    

隐瞒病情害人害己



疫情当前，防控为重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