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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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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排查负压检疫室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深圳口岸入出境人员传染病排查负压检疫室的区域布局要求、污染控制技术要求和相

关工艺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口岸入出境人员传染病排查负压检疫室的区域布局及污染控制的规划和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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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66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35428 医院负压隔离病房环境控制要求

GB 50686—2011 传染病医院建筑施工及验收规范

WS/T 368—2012 医院空气净化管理规范

WS/T 589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标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传染病排查负压检疫室 negative pressure quarantine room for the screening of infectious

diseases

检疫人员对患有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的入出境人员进行体温复测、流行病学调查、医学检查、样本

采集、隔离留验、转运等工作所需的符合特定生物安全要求的负压专用场所。

3.2

清洁区 clean area

未直接暴露于潜在病原微生物污染源的区域。

3.3

半污染区 seｍi contaｍinated area

又称潜在污染区，毗连污染区，存在潜在病原微生物污染可能的区域。

[来源：GB/T 35428—2017，3.6，有修改]

3.4

污染区 contaｍinated area

直接暴露于潜在病原微生物污染源的区域。

3.5

缓冲间 buffer room

设置在清洁区与半污染区之间、半污染区与污染区之间的具有机械通风措施的密闭室。

[来源：GB/T 35428—2017，3.7，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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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空气净化系统 air purification system

采用以除尘、过滤微生物为主要措施，将受控环境区域内悬浮尘埃与微生物浓度控制到所要求水平

的空气过滤系统。

3.7

负压 negative pressure

将受控环境区域的洁净空气送入和排出的数量在满足舒适空气环境的条件下保持一定的比率，使受

控环境的大气压力小于相邻环境的大气压力，使气流保持定向流动。

4 区域布局要求

4.1 总体要求

4.1.1 传染病排查负压检疫室（以下简称负压检疫室）应与办公区域分开，临近入出境人员卫生检疫

环节现场，相对独立、自成一区。

4.1.2 负压检疫室应划分清洁区、半污染区和污染区；不同区域之间应设置缓冲间；设置单独的检疫

人员通道、被排查人员通道和人员转运通道、清洁物品通道和污染物转运通道。负压检疫室平面逻辑布

局图见图 1。负压检疫室的平面布局逻辑应与图 1 保持一致，但具体布局宜根据口岸现场条件进行规划。

图 1 负压检疫室平面逻辑布局图

4.1.3 负压检疫室内净高应符合 GB/T 35428 的相关要求，不应低于 2.6 m，如无特殊要求，高度不宜

大于 3.0 m。各区域的使用面积应满足功能需求，清洁区面积不宜少于 60 m
2
，半污染区面积不宜少于

60 m
2
，污染区面积不宜少于 160 m

2
。其中，流行病学调查室、医学检查室、采样室等功能用房的总

面积不应少于 50 m
2
，洗消室的面积不应少于 20 m

2
；缓冲间面积不宜少于 5.0 m

2
。

4.1.4 地面、墙壁、屋顶等应平整、光滑、耐腐蚀，接缝处应密封，且便于清洁和消毒。

4.1.5 门应具有自动延时关闭和防撞击功能并带观察窗。通向外界的门应向外开启，内门应向静压大

的一侧开启。

4.1.6 缓冲间的门应具有互锁功能并有应急解锁功能，缓冲间污染区侧的互锁门关闭 1 min 后才允许

开启清洁区侧的互锁门。

4.1.7 样本采集室（以下简称采样室）与污染物转运通道之间应设置内外侧窗门互锁的样品专用传递

窗（以下简称样品窗），若设置了现场筷筛实验室，则应在采样室与现场筷筛实验室之间设置样品窗，

样品窗结构应密闭。

4.1.8 各区域（室）入口的醒目位置应有明确的标识和警示标志，标有生物安全符号，生物安全符号

应符合 WS/T 589 的有关要求。各功能用房的名称标识应粘贴在房门或悬挂在房门边外墙，规格为 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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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m，采用长方形印制，金属或塑料材质制作；警示标识应在入口贴墙或悬挂安装，应标识中文“工

作区域非请勿入”，英文“Staff Only”，规格为 35 cm ×25 cm，采用金属或塑料材质制作。

4.1.9 各区域宜设置内外通话系统、视频监控系统、门禁系统。

4.2 功能区设置

4.2.1 清洁区

该区域应设置检疫人员工作间、作业准备区、更衣室、物品储备间、穿戴防护用品区、解除中风险

防护后的检疫人员通道、检疫人员专用卫生间等。有条件的，宜配备应急冲淋和淋浴间。

4.2.2 半污染区

该区域应设置缓冲间、脱卸防护用品区。其中，脱卸防护用品区分为一脱区和二脱区。缓冲间应保

持整洁，不宜堆放物品。

4.2.3 污染区

该区域应设置流行病学调查室、医学检查室、采样室、现场快筛实验室、隔离留验室、候转室、

人员转运通道、污染物转运通道及公用卫生间、洗消室等。流行病学调查室和医学检查室可合并使用。

候转室应满足能同时临时隔离和转运 2名病例；人员转运通道应直接连通急救车辆停车位。根据现场需

求，宜在该区域设置现场快筛实验室，其布局应符合生物安全二级要求。

4.3 相关设施配备

相关设施配备要求如下：

——各区域应配备照明、给排水、送排风及空气净化系统、视频监控系统、通讯等设施，以及充足

的个人防护物品、消毒用品、常用应急处置物品、免接触手消毒器、感应式流动水洗手装置等；

——各功能房间应有紫外线消毒灯，配置功率应符合消毒标准。紫外线消毒灯和其他用途照明灯具

应采用不同开关控制，且其开关应便于识别和操作；

——清洁区应配备脚踏式带盖垃圾桶等，穿戴防护用品区应配备穿衣镜、穿戴防护用品流程图等；

——半污染区的脱卸防护用品区应配备冲眼装置、脚踏式医疗废物垃圾桶、脱衣镜、脱卸防护用品

流程图等；缓冲间宜设置风淋装置；

——污染区应配备负压担架、轮椅、冲眼装置、脚踏式医疗废物垃圾桶等设施设备；

——流行病学调查室应配备水银温度计、红外线测温仪或耳温枪等测温设备；医学检查室应配备水

银柱式血压计或电子血压计、医用检查床、医用供氧器等设施设备；采样室应配备血液样本采

集管、鼻咽拭子样本采集管、止血带或压脉器、采血针、试管架、生物转运箱、冷冻柜等设施

及材料；现场快筛实验室相关设施应根据海关总署有关要求及口岸实际进行配备，不在本文件

中规定。

5 污染控制技术要求

5.1 人流、物流、压力与气流控制

5.1.1 基本要求

有单独的人流、物流通道，洁污分流不交叉；控制压力及气流方向，减少空气流动死角。

5.1.2 人员流向

人员流向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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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疫人员从清洁区入口进入工作区域（清洁区），经缓冲间（半污染区）进入作业区域（污染

区），开展体温复测、流行病学调查、医学检查、样本采集等处置后，经缓冲间进入脱卸防护

用品区（半污染区），进行个人防护装备脱卸后，经缓冲间回到清洁区；

——被排查人员在指引下，从污染区入口（被排查人员通道），进入流行病学调查及医学检查室（污

染区）。排除受染嫌疑的，从排除通道放行；经流行病学调查及医学检查后需采集样本的，样

本采集后进入临时隔离留验室等待检测结果；有受染嫌疑的，进入候转室等待转运。

5.1.3 物品流向

物品流向要求如下：

——清洁物品应通过清洁物品样品窗（双门密闭样品窗）由清洁区传递至半污染区和污染区，或

由检疫人员从清洁区携带进入污染区；

——医学样品通过污染区与污染通道之间的样品窗（双门密闭样品窗）传递，由送样人员运送检

测中心；

——受染嫌疑物品（如针头、沙块、棉球、口罩、手套、使用后一次性防护服等物品），由半污

染区向污染区移运，经废弃物转运通道，专人接收运送至无害化处理中心处理。

5.1.4 气流组织与压差控制

5.1.4.1 负压控制

负压控制要求应符合 GB/T 35428 的相关要求，如下：

——不同污染等级区域压力梯度的设置应符合定向气流组织原则，应保证气流依次从清洁区向半污

染区、污染区方向有序流动；

——相邻连通不同污染等级区域之间的压差（负压）不应小于5 Pa，负压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污

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清洁区气压相对室外大气压应保持正压。负压检疫室负压控制推荐

值见表1；

——有压差的区域，应在外侧人员目视区域设置微压差计，并标志明显的安全压差范围指示；

——对设置的微压差计应定期检查校正并记录；

——污染区与半污染区、半污染区与清洁区之间的压差，应在空调系统上自动显示。

表 1 负压检疫室负压控制推荐值

功能区 功能设置 负压控制推荐值（Pa）

清洁区
工作间、更衣室、穿戴防护用品区、物品储备间、作业准备
区、解除中风险防护后的检疫人员通道、检疫人员专用卫生

间、淋浴间等
0

半污染区

缓冲间（清洁区与污染区之间） ≤-10

缓冲间（污染区与半污染区之间） ≤-15

脱卸防护用品区 ≤-10

缓冲间（半污染区与清洁区之间） ≤-5

污染区

走廊 ≤-20

流行病学调查及医学检查室 ≤-25

采样室、临时隔离留验室、候转室、现场快筛实验室、
洗消室

≤-30

公用洗手间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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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2 气流控制

气流控制要求如下：

——应使负压检疫室处于室内空气受控状态，各房间内的气流方向固定；

——送风口和排风口布置应符合定向气流组织原则，并有利于污染空气就近尽快排出；

——气流组织应采用“上送、侧下回”或“侧上送、侧下回”，最大限度减少室内回流与涡流。

5.2 通风空调系统

通风空调系统的要求如下：

——清洁区、半污染区和污染区的机械送、排风系统应按区域独立设置；

——宜采用全新风直流式空调系统，如采用部分回风的空调系统，应在回风段末端设置高效空气过

滤器，系统可在需要时，切换为全新风直流式空调运行；

——送、排风系统中，每间房间的新、排风支管上应设置电动或气动密闭阀，可根据房间负压监控

值进行实时调节，也可单独关断；

——通风空调系统应设置初、中、高效过滤器，高效过滤器应耐消毒气体的侵蚀；

——污染区和半污染区排风应经过高效过滤器过滤后方可排放，应可在原位对排风高效过滤器进行

检漏和消毒灭菌，确保过滤器安装无泄漏，更换过滤器应先消毒，由专业人员操作，并有适当

的保护措施；室外新风宜经初、中效过滤器过滤处理；

——送、排风机应能够根据风管内压力变频调节，宜在送、排风系统上设置测量风量的装置；

——送、排风系统的过滤器宜设压差监测装置；

——排风机位置的设置应确保在建筑内的排风管道内保持负压，排风机吸入口应设置与风机联动的

电动或气动密闭阀；

——负压检疫室通风空调系统的送风机与排风机应联锁控制，启动通风空调系统时，应先启动系统

排风机，后启动送风机；关停时，应先关闭系统送风机，后关闭系统排风机；

——室外新风口、排风口不宜设于建筑同一侧，排风口应设在室内高污染风险区域，不应有障碍；

——送、排风管道应隐蔽安装，排风机宜设置于室外排风口附近。排风口应独立直接通向室外，不

应设置在楼板设备层内或夹层内。排风口应设置在主导风的下风向，远离送风口和人员活动区

域，并设在高于半径 15 m 范围内建筑物高度 3 m 以上的地方，应满足距离最近的建筑物的门、

窗、通风采集口等最小距离不少于 20 m。

——排风口下沿离地面不宜低于 0.1 m，且不宜高于 0.15 m，上沿高度不宜超过地面 0.6 m。排风

口与新风口的直线距离应大于 20 m，且同时垂直距离应大于 6 m，排风速度不宜大于 1 m/s；

——新风口应距离地面不小于 2.5 m，应远离室内高污染风险区域，新风口风速截面速度不应大于

4 m/s。新风口处应设置孔径不大于 8 mm 的金属网，采用防雨良好的新风百叶，并安装气密

性风阀；

——排风过滤器应设置在室内排风口处或紧邻排风口处，排风气密调节阀应设置在排风高效过滤器

和排风机之间；

——送、排风高效过滤器不应使用木质框架；

——送、排风系统中的过滤器应采用一次性产品，应安装方便、易于更换、密封可靠；

——新排风系统的配备数量应考虑Ｎ+1 的备用要求，避免因个别通风机出现故障时影响负压的维

持；

——室外排风口处应有防风、防雨、防鼠、防虫设计，安装保护网和防雨罩、百叶，使排出的空气

能迅速被大气稀释，但不应影响气体向上空排放。

5.3 给排水

给排水要求如下：

——符合 GB 50686—2011 中第 5 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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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点应有冷热水供给；

——用水点应采用非接触性或非手动开关（感应式），并防止污水外溅；

——给水管检修阀应设在清洁区内；

——应设置污水收集处理装置，收集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水、病人呕吐物、排泄物、分泌物等，

经处理后的污水应符合 GB 18466 相关要求后，方可排放；

——半污染区、污染区不应设置地漏。其他设地漏的房间应采用无水封地漏加存水弯，存水弯高度

应为 50 mm～70 mm；

——半污染区、污染区的排水通气立管应安装高效过滤器，通气立排气口应远离进风洞、进风口和

人员活动区域；

——空调的冷凝水不应单独散排至室外，应分区集中收集，并随各区污水、废水排放集中处理。

5.4 电气

符合 GB 50686—2011 中第 7 章的要求。

5.5 运行控制

运行控制要求如下：

——应设有环境动态预警及操控系统，将空调运行显示装置与后台操控系统联接起来，能自动记录

显示、存储环境动态压差、温度、湿度、风量等数据，可设置技术参数范围和预警阈值，能实

现对异常情况进行预警、自动调整和控制；

——应设置内外通讯系统及视频监控系统，实现对人员体温复测、身份识别、流行病学调查、医学

检查、样本采集、临时隔离留验、待移交等候、个人防护装备脱卸、洗消、医疗废物垃圾处置

及应急处置等作业规范及全过程的视频监控，对异常情况可实时音视频通话，对部分重点场所

应增设门禁系统，限制被排查人员的活动范围。

5.6 卫生和环境参数

卫生和环境参数要求如下：

——空气细菌菌落总数应符合 WS/T 368—2012 中 4.2.3 的要求；

——物体表面微生物应≤10 CFU/m
2
；

——污染区和半污染区的换气次数宜为 10 次/ｈ～15 次/ｈ,人均新风量不应少于 40 m
3
/ｈ；清洁

区的换气次数宜为 6 次/ｈ～10 次/ｈ；

——负压检疫室内的温度宜控制在 20 ℃～26 ℃范围内；

——相对湿度宜控制在 30 ％～70 ％范围内；

——负压检疫室的噪声不应大于 50 dB（A）；

——负压检疫室的照度不应小于 50 lx。

6 相关工艺要求

相关工艺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工艺应以生物安全防护为核心，符合 GB 50686—2011 的相关规定；

——所用内部建设材料应有质量证明文件及检验报告，并应在有效期内；所用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

建筑材料有害物质限量标准的规定，应优先选用具有抗菌效果的功能性材料，或对建筑装饰材

料进行抗菌处理后使用；

——建筑装饰应符合不产尘、不易积尘、耐腐蚀、不开裂、防霉、防潮、容易清洁、环保、节能、

防火等要求，不宜采用反光饰面材料；

——地面宜选用经济适用的洁净材料，有足够的强度和耐磨性，宜为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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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墙面或顶棚宜采用整体天花或标准天花型材，有压力差要求的房间应选用密闭墙面和天

花；

——污染区与空气接触的外露材料，不应使用木材和石膏类吸水性材料；

——风管材料应采用耐腐蚀、耐老化、不吸水、易消毒灭菌的材料制作，并应为整体焊接。

——管道密封材料应选用不含刺激性挥发物、耐老化、抗腐蚀的中性材料；

——送排风及空气净化系统的消声器和消声部件材料应耐腐蚀、不产尘和不易附着灰尘，不应使用

产尘材料；

——有压力要求房间的维护结构的缝隙或在维护结构上的固定穿越形成的缝隙，应采取可靠密封措

施；技术夹层、天花任何管道穿过时，应完全密封；灯具箱和吊顶之间的孔洞应密封不漏；管

道的咬缝处应密封；

——室内墙面下部地面踢脚不宜突出墙面，踢脚与墙面交接处阴角应做成大于等于 30 mm 的圆角，

其它墙体交接处的阴角应做成小圆角，阳角应做成圆角；

——天花的检修口应设置在清洁区或缓冲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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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传染病排查负压检疫室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深圳口岸入出境人员传染病排查负压检疫室的区域布局要求、污染控制技术要求和相关工艺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口岸入出境人员传染病排查负压检疫室的区域布局及污染控制的规划和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区域布局要求
	4.1  总体要求
	4.1.1  传染病排查负压检疫室（以下简称负压检疫室）应与办公区域分开，临近入出境人员卫生检疫环节
	4.1.2  负压检疫室应划分清洁区、半污染区和污染区；不同区域之间应设置缓冲间；设置单独的检疫人员
	图1  负压检疫室平面逻辑布局图
	4.1.3  负压检疫室内净高应符合GB/T 35428的相关要求，不应低于2.6 m，如无特殊要求
	4.1.4地面、墙壁、屋顶等应平整、光滑、耐腐蚀，接缝处应密封，且便于清洁和消毒。
	4.1.5  门应具有自动延时关闭和防撞击功能并带观察窗。通向外界的门应向外开启，内门应向静压大的一
	4.1.6  缓冲间的门应具有互锁功能并有应急解锁功能，缓冲间污染区侧的互锁门关闭1 min后才允许
	4.1.7样本采集室（以下简称采样室）与污染物转运通道之间应设置内外侧窗门互锁的样品专用传递窗（以下简称样品窗
	4.1.8  各区域（室）入口的醒目位置应有明确的标识和警示标志，标有生物安全符号，生物安全符号应符
	4.1.9  各区域宜设置内外通话系统、视频监控系统、门禁系统。

	4.2  功能区设置
	4.2.1清洁区
	该区域应设置检疫人员工作间、作业准备区、更衣室、物品储备间、穿戴防护用品区、解除中风险防护后的检疫人

	4.2.2半污染区
	    该区域应设置缓冲间、脱卸防护用品区。其中，脱卸防护用品区分为一脱区和二脱区。缓冲间应保持整洁

	4.2.3污染区
	4.3  相关设施配备
	相关设施配备要求如下：
	——各区域应配备照明、给排水、送排风及空气净化系统、视频监控系统、通讯等设施，以及充足的个人防护物品
	——各功能房间应有紫外线消毒灯，配置功率应符合消毒标准。紫外线消毒灯和其他用途照明灯具应采用不同开关
	——清洁区应配备脚踏式带盖垃圾桶等，穿戴防护用品区应配备穿衣镜、穿戴防护用品流程图等；
	——半污染区的脱卸防护用品区应配备冲眼装置、脚踏式医疗废物垃圾桶、脱衣镜、脱卸防护用品流程图等；缓冲
	——污染区应配备负压担架、轮椅、冲眼装置、脚踏式医疗废物垃圾桶等设施设备；
	——流行病学调查室应配备水银温度计、红外线测温仪或耳温枪等测温设备；医学检查室应配备水银柱式血压计或


	5　污染控制技术要求
	5.1  人流、物流、压力与气流控制
	5.1.1  基本要求
	有单独的人流、物流通道，洁污分流不交叉；控制压力及气流方向，减少空气流动死角。

	5.1.2  人员流向
	人员流向要求如下：
	——检疫人员从清洁区入口进入工作区域（清洁区），经缓冲间（半污染区）进入作业区域（污染区），开展体温
	——被排查人员在指引下，从污染区入口（被排查人员通道），进入流行病学调查及医学检查室（污染区）。排除
	5.1.3  物品流向
	物品流向要求如下：
	——清洁物品应通过清洁物品样品窗（双门密闭样品窗）由清洁区传递至半污染区和污染区，或由检疫人员从清洁
	——医学样品通过污染区与污染通道之间的样品窗（双门密闭样品窗）传递，由送样人员运送检测中心；
	——受染嫌疑物品（如针头、沙块、棉球、口罩、手套、使用后一次性防护服等物品），由半污染区向污染区移运

	5.1.4  气流组织与压差控制
	5.1.4.1  负压控制
	——不同污染等级区域压力梯度的设置应符合定向气流组织原则，应保证气流依次从清洁区向半污染区、污染区方
	——相邻连通不同污染等级区域之间的压差（负压）不应小于5 Pa，负压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污染区、半污染
	——对设置的微压差计应定期检查校正并记录；
	5.1.4.2  气流控制


	5.2  通风空调系统
	通风空调系统的要求如下：

	5.3  给排水
	——给水管检修阀应设在清洁区内；

	5.4  电气
	——应设置内外通讯系统及视频监控系统，实现对人员体温复测、身份识别、流行病学调查、医学检查、样本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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