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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了 解 奥 密 克 戎 病 毒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仍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流行，奥密克戎

（Omicron）毒株已取代德尔塔（Delta）毒株成为主要流行株。         

流行趋势

疾病归类

l 早在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已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纳入乙类传染病，按甲类进行管理；

l 同时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



奥 密 克 戎 病 毒 的 特 点

1.传染性更强（突变位点多，易与人体细胞结合）

2.隐匿性更强（感染后症状不明显，易造成多点散发或爆发）

3.传播速度更快（基于以上两点）

感染后主要症状：发热、干咳、头痛、咽喉疼痛等，与上呼吸道感染类似，

不容易鉴别诊断。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病例主要以轻型和普通型为主，症状也相对较轻。



飞沫传播

感染者或无症状感染者

咳嗽或打喷嚏后，呼吸

道的病毒粘附于飞沫上

排出体外，若被吸入，

则可感染。

接触传播

感染者和无症状感染者

在用手捂嘴咳嗽后，再

接触物品，可将物品污

染，健康者触摸污染物

品后，随进食、饮水、

捂嘴、揉脸等动作可感

染该病毒。

气溶胶传播

在相对密闭、通风不良

的环境可经气溶胶传播

（电梯等）。

! !!

主 要 传 播 途 径



①精准的社会面管控
②病例追踪，大数据行动轨迹排查
③核酸检测，筛查重点人群
④隔离治疗或医学观察

发现和控制传染源 保护易感人群阻断传播途径

①环境消毒
②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③勤洗手

①疫苗接种
②健康教育
③个人防护



02 应 急 准 备 与 应 急 处 置



①学校总体情况

②学校（各校区）教职工汇总表

③学校（各校区）各年级学生汇总表

④学校（各校区）平面图及各年级、各班级分布图

⑤学校（各校区）所有班级学生座位图

⑥学校疫情防控应急处置工作专班内部运转职能分工

第 一 部 分 ： 应 急 准 备 第 二 部 分 ： 应 急 处 置

①应急报告

②应急启动

③应急措施

④应急解除



第一部分：应急准备



一 、  学 校 制 定 应 急 处 置 预 案

        应急预案中应包括领导小组以及各工作组，一旦出现突发事件，迅速启动工作专班，

专班职能至少应分9组。

        第一，统筹协调组；第二，学生管理组；第三，教师管理组；第四，教学管理组，负

责线上教学的安排；第五 晨午检以及追访组，要对所有的病例、密接、次密接等师生进

行追访；第六，数据统计组；第七，宣传报道组，同时负责舆情管控；第八，心理辅导组，

做好师生和家长的心理疏导及人文关怀；第九，后勤保障组。



①学校总体情况

二 、  学 校 基 本 信 息 准 备



②学校（各校区）教职工汇总表

现住址

特别提示：
    地址要标明区县和街道，将住在
本区和外区县的信息分开，以便迅速
的把外区师生信息横传到其他区的疾
控中心。
    对于师生及共居人的身份证、联
系电话、地址等信息一定要严格保密。



现住址

③学校（各校区）各年级学生汇总表

特别提示：地址要标明区县和街道，将住在本区和外区县的信息分开，以便迅速的把外区师生信息横传到
其他区的疾控中心。



④学校（各校区）平面图及各年级、各班级分布图

若有确诊学生做出标注



⑤学校（各校区）所有班级学生座位图



⑥学校疫情防控应急处置工作专班内部运转职能分工



第二部分：应急处置



      

         严格落实“早判、早控、早调、早检、早传、早转”六早要求，专人负责，

以最快速度、最高效率阻断疫情在校园的蔓延。

         处置校园新冠肺炎疫情时，要注重“区校联动、步调一致”，学校务必做

到“快、严、准、实”，即：

启动应急预案要“快”

重点人员管控要“严”

收集师生信息要“准”

每日健康追访要“实”

一、  应急处置工作原则



二 、 应 急 处 置 流 程

应
急

解
除

应
急

措
施

应
急

启
动

应
急

报
告



1 . 应 急 报 告

当校内出现1例新冠肺炎初筛阳性人员或病例时，全校师生“就地卧倒”，同时上
报区教委应急处置指挥部办公室和属地街道，迅速启动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预案，
专班运行，各工作组各司其职。

“就地卧倒”

关闭校门

学校安全维稳组立即关闭校门，落实区域管控，人员“不出不进”；如遇上下学期
间，要维持好校门内外秩序，落实安全管理，做好学生家长的疏导和安抚工作。



Ø 隔离：立即将初筛阳性者转移至临时隔离室，等待120转运到定点医院。

Ø 检测：组织师生用新冠抗原试剂进行自测，同时联系相关部门对校内人员开展核酸检测，等待核酸

检测结果。

Ø 登记：启用“应急准备材料”，分类登记师生员工。

Ø 消杀：配合疾控开展环境采样、消杀，由区疾控中心开展终末消毒。

Ø 流调：配合疾控、公安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判定密接、时空密接、次密等，由疾控出具管控要求。

Ø 离校：联系家长，核酸检测阴性者方可离开学校，自行居家隔离，向社区报备，等待社区管控要求

Ø 转运：在密接、次密接等人员的转运过程中，做好信息核实、困难排查、转运车辆和隔离点对应等

配合工作。

2 . 应 急 启 动



Ø 物资保障：盘点口罩、手套、防护服、消毒用品、洗手液等防疫物资，及时补充。做好校内

留守人员的生活保障。

Ø 宣传与舆情管控：引导师生员工及共同居住者遵守防疫要求，及时研判和管控舆情。

Ø 追访监测：做好病例、密接（含时空密接）、次密人员的追访，追访病例住院、集中隔离、

居家隔离期间的健康状况；同步开展师生员工晨、午、晚检。

Ø 线上教学：加强在线教学质量监控和督导，确保线上授课质量。

Ø 疏导与关怀：做好师生居家或隔离期间生活指导及心理状况疏导，做好人文关怀。

3 . 应 急 措 施



4 . 应 急 解 除

与属地街道联系解除封控，开展环境核酸检测，全面环境消毒，做好复课准备。

解除封控

返校复课

按照卫健部门要求，待病例出院、风险人员解除隔离经专业评估后复课。



 学校接到师生员工出现核
酸检测阳性或病例报告后，
第一时间报区教委、属地街
道，同时启动应急预案，激
活工作专班。

STEP3STEP2STEP1

     排查密接或次密接人
员。启用“应急准备材
料”，做好师生信息登记
统计，每班按照本区和外
区分开登记；按要求填写
疾控中心密接、次密接等
表格，并进行统计。

     撰写汇报材料，报区教
委防控办。汇报材料应包括：
学校得知师生病例（或密接）
报告的具体时间、途径，病
例（或密接）个人基本情况，
病例所在校区情况，目前采
取的措施等。

畅 通 信 息 报 送 流 程



03 部 门 联 动 携 手 抗 疫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区委区政府主管

领导紧急调度区卫健疾控部门、街道社区，

采取流调排查、管控和核酸检测等措施。

1. 迅速响应，紧急部署

出现确诊病例后，卫生与教育部门信息互

通。学校在疾控中心的指导下填写密接、

次密接表，配合开展流调、环境采样和终

末消毒。

2. 信息畅通，配合密切有序

疾控中心指导学校精准排查重点人员，指

导管控。学校对与病例相关的教职工、学

生本人及共同居住者情况进行逐级排查、

管控。

3. 精准及时，从严人员管控

密接（时空密接）、次密接人员由社区或

疾控进行入户核酸检测；高风险人员到街

道定点进行核酸检测。后续区教委加大核

酸频次，做到检测范围全覆盖。

4. 分类实施，开展全员核酸

第一时间组建转运工作团队，教育与卫健、

疾控、街道、政法等相关部门密切配合，

迅速完成转运人员信息核对、通知下达、

困难摸排、人员编组工作。

5. 团队协作，实现按时转运

教育系统一手从严从紧抓防疫，一手稳步

有序抓教育教学，指导各学校充分利用

“互联网+教育”形式，进行线上教学资

源及组织准备，线上线下随时切换。

6. 保质保量，开展线上教学

疾控中心指导学校提前研判，采取居家隔

离、核酸检测、转为线上教学等措施，从

严管控风险人群，及时熔断病毒在教育系

统传播的链条。

7. 提前预判，实施熔断措施

分层次开展重点人群追访，动态掌握重点

人群的健康监测、核酸检测和管控措施。

8. 重点追访，落实四早要求

教育部门在卫健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学校

解封工作，同时针对学校复课工作开展专

项评估，确保师生安全复课。

9. 严格评估，确保安全复课



04 复 盘 推 演  加 固 防 护 网



02

做好晨午检和因病缺勤追访工作，

关注体温和健康异常的师生和共居

者；按要求完成核酸检测；做好疫

苗接种和各项防控政策的宣传。

做 好 常 态 化 防 控 工 作 的 落 实

人员信息要动态更新维护，确保数
据真实有效；要及时报告同住人出
差、健康状况异常等情况，叮嘱及
时就医，不瞒报，不缓报。

做 好 家 校 协 同

04

01

区级和校级分别建立精细可操作的
应急预案，设立防控工作专班，明
确职能分工，一旦疫情发生能够迅
速落实落位。

建 立 区 、 校 两 级 应 急 指 挥 体 系

03

校外培训机构应明确四方责任，
相关部门要切实履行好疫情防控
监督管理责任，压紧压实校外培
训机构举办者的疫情防控主体责
任，严防疫情通过校外培训渠道
传播。

加 强 校 外 培 训 机 构 管 理

05

疾控中心对教育系统进行疫情应急
处置和核酸检测培训；学校要进行
应急演练和推演，全面提升疫情应
急能力。  

加 强 应 急 能 力 建 设

06

教育和卫生部门在日常应加强对于
学校传染病防控的指导、检查和监
督，及时查漏补缺，防患于未然。

强 化 督 导 与 检 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