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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呼吸道传染病疫情防控消毒技术规范》目前分为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第2部分：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 

——第3部分：学校； 

——第4部分：公共场所； 

——第5部分：会议场所； 

——第6部分：救护车辆； 

----第7部分：农贸市场； 

本部分为DBXX/T XXX的第4部分。 

本标准按照GB／T 1.1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佟颖/于礼/王劲/申同洋/高建华/郭欣/高迪/于建平。 

 



呼吸道传染病疫情防控消毒技术规范                  

第 3 部分：学校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呼吸道传染病疫情期间学校消毒的管理要求、环境清洁措施要求、消毒要

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普通中小学校的消毒，其它具有教学活动的机构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7226  中小学校教室换气卫生标准 

GB 17988 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要求 

GB 19193疫源地消毒总则 

GB 27953 疫源地消毒剂卫生要求 

WS/T 396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规范 

WS 695—2020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共交通工具消毒与个人防护技术要求  

WS 696—2020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卫生规范  

WS/T 699—2020 人群聚集场所手卫生规范 

DB11/ 485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规范  

《呼吸道传染病疫情防控消毒技术规范第1部分：通用要求》 

3 管理要求 

3.1 学校环境日常应以清洁卫生为主，预防性消毒为辅，应避免过度消毒。预防性消毒措

施应与学生作息时间相适应，不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3.2 学校应建立卫生与消毒制度，包括日常卫生管理制度、消毒制度、室内外环境卫生制

度、应急处理制度、隔离制度等。消毒制度中明确各部门职责、学校内各类环境及场所卫

生清洁和消毒要求以及消毒剂的管理等。 

3.3 应设置专人负责学校卫生与消毒工作，该人员应定期接受卫生保健专业知识培训，并

负责对学校内的工作人员、学生进行卫生知识宣传教育、卫生与消毒、传染病防治等方面

的具体指导，按时组织学校内的清洁及消毒工作。 

3.4 发现发热人员时，应对患者采取有效的隔离控制措施并报告。隔离发热病例的房间，

其室内环境、物品应便于实施随时消毒与终末消毒。同时对其可能污染的教室、宿舍等环

境进行消毒。 

3.5 学校应妥善保存消毒剂，并应明确标示，避免学生误食或对学生造成灼伤等伤害。消

毒剂的保存参照参照本标准第 1 部分通则 5.2.2，使用中的注意事项参照通则 11。 

http://www.bjstandard.com/standard/160420.html
https://www.wiki8.com/gonggongchangsuojizhongkongdiaotongfengxitongqingxixiaoduguifan_126504/


3.6 消毒人员开展消毒工作时应进行个人防护，具体要求参照本标准第 1 部分通则 5.3.2。 

4 环境清洁措施要求 

4.1 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通风换气次数、换气方式按照 GB/T17226 执行。 

4.2 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学校，按照 WS/T 396，定期对空调系统清洗。 

4.3 采用湿式清扫方式擦拭教室书桌、阅览室书桌、实验室台面等普通物体表面，每日不

少于一次。 

4.4 采用湿式清扫方式擦拭门把手、计算机室计算机键盘、水龙头、楼梯扶手、宿舍床围

栏、室内健身器材等学生手经常接触的物体表面，每日不少于一次。 

4.5 微生物实验室、厕所等特殊场所的卫生用具应有标记，不得混用。 

4.6 卫生间应通风、清洁、无异味，每日定时打扫，保持地面干燥、便器清洁。若使用坐

便器，宜使用一次性卫生坐垫（套、纸垫），或一人一用一消毒。水池、洗手池定期刷洗，

保持清洁。 

4.7 电梯间内表面每日采用湿式清扫方式，随时保持清洁。控制键盘应每日擦拭。 

4.8 每日开展室内外环境卫生清扫，每周全面检查一次，保持环境的清洁卫生。 

4.9 配有校车的学校，每日对校车进行卫生清洁。 

5 消毒要求 

5.1 消毒方式 

按《呼吸道传染病疫情防控消毒技术规范第 1部分：通用要求》 执行。 

5.2 预防性消毒 

5.2.1 预防性消毒的要求 

5.2.1.1 按照GB/T17226的换气方式和换气制度对室内空气进行通风换气，各类生活、学

习、工作场所（如教室、宿舍、图书馆、学生实验室、体育活动场所、餐厅、教师办公室、

洗手间等）应加强通风换气。 

5.2.1.2 加强物体表面清洁消毒。应当保持教室、宿舍、图书馆、学生实验室、体育活动

场所、餐厅等场所环境卫生整洁，每日定期消毒并记录。重点针对门把手、课桌椅、讲台、

电脑键盘、鼠标、水龙头、楼梯扶手、宿舍床围栏、室内健身器材、电梯间按钮等高频接触

表面进行消毒。应当加强学校食堂、浴室及宿舍地面的清洁，定期消毒并记录。 

5.2.1.3 公用教室在每批学生教学活动结束后，应及时通风，并对表面进行消毒，消毒工

作结束后，方可开始另一批学生进入。 

5.2.1.4 餐（饮）具应一人一具一用一消毒，反复使用的餐巾每次使用后消毒。 

5.2.1.5 饮水桶应定期进行消毒。 

5.2.1.6 在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前，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部门应了解集中空调通风系

统的类别、供风范围、新风取风口等情况。按WS696、DB11/ 485的要求使用集中空调通风

系统，按WS396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进行消毒。 

https://www.wiki8.com/gonggongchangsuojizhongkongdiaotongfengxitongqingxixiaoduguifan_126504/


5.2.1.7 厕所、微生物实验室等特殊场所的卫生洁具，使用后应消毒并清洁。 

5.2.1.8 食堂工作人员的工作服，应保持清洁，定期洗涤、消毒。学生被褥及个人衣物要

定期晾晒、定期洗涤，必要时可消毒处理。 

5.2.1.9 校车应每次接送学生后进行消毒。 

5.2.2 重点消毒部位 

各类场所重点消毒部位可参照表1。 

表 1 各类场所重点消毒部位 

5.2.3 各类物品消毒方法 

应按表2执行。 

表 2 不同环境预防性消毒方法 

消毒对象 
消毒剂及浓

度 
消毒方法 

消毒作用

时间 
相关要求 

教室、宿舍、图

书馆、实验室、

体育活动场所、

办公室、餐厅、

洗手间、电梯间

-- 开窗通风 

每次不少

于 30min 

 

1、每日通风不少于 3 次 

2、课间尽量开窗通风，也可采用机械

排风。 

3、在外界温度适宜、空气质量较好、保

障安全性的条件下，应采取持续开窗通

风的方式。 

场所 重点消毒部位 

教室 空气、门把手、课桌椅、窗台、窗户把手、讲台表面、黑板擦 

会议室 空气、门把手、会议桌椅、水具、话筒 

多媒体室（电脑室） 空气、电脑、门把手、桌椅 

图书馆 空气、门把手、桌椅、书架 

音乐室（舞蹈室） 空气、门把手、乐器表面、扶手、地面（舞蹈用垫）、桌椅 

实验室 空气、门把手、实验台面、试验用具 

办公室 空气、门把手、桌椅、电话机、窗台、窗户把手 

校车 门、扶手、桌、椅、车身内壁、司机方向盘等 

体育场（馆） 体育器械、设备 

食堂 
餐厅：桌椅、餐具、水具、公用调料瓶、牙签盒、纸巾盒 

后厨：台面、案板、炊具、刀具、货架、水池、水龙头 

游泳场（馆） 更衣柜、座椅、泳池水 

卫生间 台面、水龙头、面盆、坐便器、洁具按键 

厢式电梯 电梯按键、扶手、厢体墙壁 

宿舍  



消毒对象 
消毒剂及浓

度 
消毒方法 

消毒作用

时间 
相关要求 

等室内空气 

 

-- 
紫外线杀

菌灯照射 
30min 

1.不具备开窗通风情况下使用。人员全

部离开后使用，禁止紫外线杀菌灯照射

人体体表。 

2.应使用移动式紫外线杀菌灯。辐射度

值≥70µW/cm2，按照每立方米 1.5 瓦计

算紫外线杀菌灯管需要量。 

-- 

循环风式

空气消毒

机消毒 

按照使用

说明书执

行 

释放化学因子的空气消毒剂有人情况

下不能使用。 

餐桌、门把手、

课桌椅、讲台、

水龙头、水池周

边、楼梯扶手、

厢式电梯内壁、

宿舍床围栏、室

内健身器材等物

体表面 

有效氯 250 

mg/L ～

500mg/L 的

含氯消毒液 

擦拭或喷

洒 

15 ～
30min 

 

1.有明显的污染物时，先清除污染物后

再消毒。 

2.可采用表面擦拭、喷洒消毒方式。 

3.消毒剂的浓度及时间可根据物体表面

清洁程度进行选择。 

4.物体表面消毒后可用生活饮用水将残

留消毒剂去除。 

计算机键盘、鼠

标、电梯间按钮

等，或小面积的

物品表面 

75%酒精 擦拭 持续保留 仅适用于小范围的表面消毒，远离火源 

地面的消毒（含

校车地面） 

有 效 氯

500mg/L 的

含氯消毒液 

擦拭 30min  

不耐腐蚀的表面，或需要时，达到作用

时间后可用清水擦拭地面，去除残留消

毒剂。 

餐具、炊具、水

杯 

-- 

煮沸消毒

或流通蒸

汽 

15min 

1.对食具必须先去残渣、清洗后再进行

消毒。 

2.煮沸消毒时，被煮物品应全部浸没在

水中；蒸汽消毒时，被蒸物品应疏松放

置，水沸后开始计算时间。 

-- 
食具消毒

柜消毒 

按产品说

明使用 

1.对食具必须先去残渣、清洗后再进行

消毒。 

2.使用符合 GB 17988 二星级要求的产

品。 

3.保洁柜无消毒作用。不得用保洁柜代

替消毒柜进行消毒。 

有效氯含量

为 250mg/L

的含氯消毒

液溶液 

浸泡 
15min ～
30min 

1. 对食具必须先去残渣、清洗后再进

行消毒。 

2. 消毒后应将残留消毒剂冲净。 

饮水桶内部 

 

有效氯含量

为 250mg/L

的含氯消毒

液 

擦拭 15min 
消毒后用清水充分冲洗干净，方可使

用，避免有效氯残留 

毛巾类织物（食

堂工作人员的工

作服、学生被褥

外套及个人衣

-- 

阳光直接

照射下曝

晒干燥 

不低于 6

小时 

用洗涤剂清洗干净后曝晒，曝晒时不得

相互叠夹。 

 

-- 煮沸或流 15min 煮沸消毒时，被煮物品应全部浸没在水



消毒对象 
消毒剂及浓

度 
消毒方法 

消毒作用

时间 
相关要求 

物） 通蒸汽 中；蒸汽消毒时，被蒸物品应疏松放置。 

有 效 氯

250 ～ 500 

mg/L 含氯消

毒剂 

 

浸泡 

 
15min 

消毒时将织物全部浸没在消毒液中，消

毒后用生活饮用水将残留消毒剂冲净。 

抹布、拖布 

 
煮沸或流

通蒸汽 
15min 

煮沸消毒时，抹布应全部浸没在水中；

蒸汽消毒时，抹布应疏松放置。 

有效氯 500 

mg/L 含氯消

毒剂 

 

浸泡 

 
15min 

消毒时将抹布、拖布全部浸没在消毒液

中，消毒后用生活饮用水将残留消毒剂

冲净后控干或晾干存放。 

呕吐物、排泄物 

含氯消毒液 擦拭 -- 

1、少量污染物可用一次性吸水材料

（如纱布、抹布等）沾取有效氯

5000mg/L～10000mg/L 的含氯消毒液

消毒液小心移除； 

2、清除污染物后，应对污染的环境物

体表面进行消毒。可采用 500mg/L 含氯

消毒剂擦拭或喷洒消毒。 

含氯消毒液 擦拭 
 30min 以

上 

1、大量污染物应使用含吸水成分的消

毒粉或漂白粉完全覆盖，或用一次性吸

水材料完全覆盖后用足量的有效氯

5000mg/L～10000mg/L 的含氯消毒液

浇在吸水材料上。作用 30min 后小心清

除干净。 

2、清除污染物后，应对污染的环境物

体表面进行消毒。可采用 500mg/L 含氯

消毒剂擦拭或喷洒消毒。 

垃圾盛装容器 

 

有 效 氯

500mg/L 的

含氯消毒剂 

喷洒或擦

拭 

 

30min 

1、及时收集清运，并做好垃圾盛装容

器的清洁， 

2、必要时，达到作用时间后可用清水

擦拭垃圾盛装容器表面，去除残留消毒

剂。 

空调 

金属材质，首

选季铵盐消

毒剂，非金属

材质可选用

含氯消毒剂 

 

擦拭、喷

洒或浸泡 
30min 

1、单体空调，对表面及过滤网进行消毒 

2、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按 WS396 进行消

毒。 

3、消毒剂浓度参考说明书中表面消毒

浓度。 

手 

参 照 WS/T 

699—2020

进行手卫生  

-- -- 

1、接触共用图书后、接触共用运动器

材后、如厕后、咳嗽或打喷嚏后等，以

及接触其他可能污染的物品后，应及时

进行手卫生。 

2、用餐前、接触口鼻前。 

校车 
按 WS 695—

2020 执行  
-- --  



注：各类消毒对象采用化学消毒剂消毒时，也可按照《通则》7 的要求，选择其他消毒剂，

使用剂量按产品说明书执行。 

5.3 疫源地消毒 

5.3.1 校园内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呼吸道传染病病例时，学校应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的指导下或者按照其提出的卫生要求，进行严格消毒处理。 

5.3.2 根据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求，依据 GB27953 选择消毒剂，按 GB 19193和相关

传染病防控方案对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或可疑污染）的物品和环境实施消毒。 

5.3.3 消毒的重点应以室内空气、手经常接触场所为重点。 

5.3.4 消毒后应根据需要进行消毒效果评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