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及流程图(优
质5篇)

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
有一定的格式。通过报告，人们可以获取最新的信息，深入
分析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报告
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及流程图篇一

为加强我园传染病疫情管理，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在园
内的发生与流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
《托幼机构卫生保健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一、为严防传染病疫情在幼儿园内传播流行，我园设置园长
为疫情的责任报告人；园内的保健医、班级教师、保育员等
其他人员为疫情的义务报告人。一旦发生传染病疑似疫情和
疫情时，责任报告人应立即报告社区医院，医院联系电话：。

二、幼儿园疫情报告人要依法履行职责，要按要求做好以下
工作：

2、对患传染病儿童返校情况进行管理。（如要求提供病愈证
明）

3、建立并保管在校学生健康档案。配合医院做好每年新入园
儿童的接种证查验工作。

4、做好托幼儿童的预防保健及消毒隔离工作；

三、幼儿园疫情报告人（各班教师、保育员）发现传染病病
人或传染病疑似病人时，不得隐瞒、谎报或缓报。



四、园长作为幼儿园传染病疫情应急处理的第一责任人。一
旦发生疑似疫情和疫情时，应立即按规定报告疫情并做好以
下工作：

1、立即隔离病人及密切接触者。

2、及时护送病人到指定的医院进行治疗。

3、认真落实卫生部门提出的卫生管理、隔离、消毒等措施，
协助疾控中心完成疫情调查、应急接种等工作。

4、疫情期间，实行“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加强晨检，
严格控制进出校园的人员。

5、教师要稳定幼儿情绪，做好幼儿家长的思想工作，维持幼
儿园正常的教学秩序。

6、不得擅自向社会公布疫情。

疫情报告人***

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及流程图篇二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一）日常管理

加强员工自我防控意识。

2、岳阳市区（比如岳阳县，湘阴县）以外的工作人员，提
前14天到达岳阳住宿，进行14天的居家隔离！隔离期间不得



外出！

3、各档口对自己底下的员工进行排查工作，每天必须在微信
群里报告每一位员工的健康状况。

4、外省及岳阳市以外的人员到达岳阳后必须在微信群里打卡，
有情况报告情况，没情况汇报平安。

5、开学前学校会组织一次消毒工作，各档口所有人员必须到
场参加，没有到场者一律不得开张营业。

6、培训所有返岗员工疫情防控相关知识和上岗防控相关要求，
使员工未返岗就掌握了疫情防控知识和返校途中的自我保护
技能。

返校、返岗方案和预案。

做好员工返校、返岗的应对措施、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理预案
和报批报备制度，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确保校外员工平安顺
利返岗。同时制定师生错峰就餐预案。对所有值班人员进行
摸排，并按照疫情防范相关要求进行管理，加强从业人员防
疫知识培训，严禁感冒、发热、咳嗽等异常症状人员上岗；
并每日上报学校备档。每天定人。定点。定时。定岗。为进
餐厅所有人员测量体温，做好疫情排查，登记每天在售卖窗
口公布所有在岗人员《体温健康状况表》，让师生就餐更放
心、更安全。

就餐要求。严格执行“高考式”的就餐要求，重新排列就餐
桌椅，地面设置1米排队线，就餐区间距不少于2米。就餐期
间不得交头接耳，避免交叉感染。

应急就餐。如炊管人员因需隔离观察而不能上岗导致食堂人
员严重不足时，可采取减少风味制作，大比例增加基本大伙
饭菜供应方式予以缓解，可同步征集符合卫生要求的学生志



愿者采取打包送餐方式予以解决。

疫情后期的持续管理。疫情解除后，防控工作仍不能掉以轻
心。食堂仍应严格执行一段时间的防控标准和工作程序，待
疫情彻底控制后食堂办伙方能恢复正常状态。

（二）烹饪与销售管理：

烹饪管理。烹饪食品时，做到烧熟煮透，确保食品中心温度
应达到70摄氏度以上。

严禁生冷食品。疫情期间严禁生冷、冷荤、凉菜、凉面、裱
花糕点的制作和销售。

生熟食品分开。严格做到生、熟食物相分离，防止食物的交
叉污染。

加强食品保护。售饭处应有防止飞沫（说话的唾液、咳嗽、
打喷嚏所致）灰尘、蚊蝇等污染的设施，出售的食品不得无
保护暴露。暂停自助餐等开放式供餐模式，降低飞沫传播风
险。

公用餐具保护。公用餐具（使用前应严格消毒清洗保洁）、
免费汤粥、免费调料应有防止飞沫、灰尘、蚊蝇等污染的措
施。鼓励自备餐具，及时清洗消毒。

销售管理。炊管人员销售食品一律使用经消毒的专用工具并
佩戴口罩和手套，销售中少用语言交流，与服务对象保持1米
以上安全距离。

工作服要求。售饭人员工作服应每天更换，集中洗涤并进行
高温消毒。

一次性餐用具管理。不得重复使用一次性餐用具。



（三）后厨管理：

后厨全封闭管理。食堂后厨严格实行全封闭管理（完善门禁
系统），非本食堂人员不得进入后厨，伙食管理部门相关人
员因工作需进后厨时，要检测体温合格、戴口罩、穿工作衣
帽，做好记录。严格实行实名晨检制，建议每天上下午各检
测体温一次。

个人物品管理。不得将私人物品带入后厨，手机进后厨应经
消毒处理。

通风管理。后厨要定时开窗通风，开启油烟抽排和净化系统，
保持空气流通。

智能化监管。充分发挥电子监控智能管理系统对炊管人员规
范操作防控疫情的监管作用，及时督导整改到位。

（四）餐厅管理

通风管理。通过定时开窗或运行新风系统保持食堂就餐场所
通风良好。

餐厅入门管理。餐厅门口设佩戴标识的安全员值勤，就餐人
员应出示证件（禁止校外人员就餐）、佩戴口罩，并经体温
检测（检测手腕上部10cm处体温）合格方可进入餐厅。

规范就餐程序。就餐人员须佩戴口罩取用餐具和到售饭窗口
买饭（包括自选餐和自助餐），坐下吃饭的最后一刻才摘口
罩，避免面对面就餐和扎堆就餐，就餐中不交流、少说话，
保持安全就餐距离，避免交叉感染。同时采取分批、分时段
等形式避峰、错时就餐，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打包就餐方式。为减少师生在餐厅就餐人数，降低就餐场所
中的人员密度，可增加套餐盒饭供应，打包带回单独用餐，



防止并最大限度减少交叉污染。

个人分泌物处置。打喷嚏和咳嗽时应使用纸巾遮挡包裹，不
随地吐痰，口鼻分泌物用纸巾包好（包括废弃的口罩）使用
密封袋密封弃置于有盖垃圾桶内。

餐厅清洁消毒。开餐前对餐厅进行清扫、清洁、消毒、通风，
开餐中及时清理餐桌和地面废弃物并清洁餐桌，餐后做好免
费汤粥、公用调料的收捡和清理打扫餐厅卫生，进行环境消
毒，做好卫生用具的清洗消毒和定位保管。

餐厨垃圾处理。餐厨垃圾定点存放，每日由环卫专业公司清
运，每日对存放场所进行清洁并彻底消毒，消除病毒感染源。

（五）清洗消毒管理

公用餐具洗消。公用餐具进行规范化全覆盖每餐次清洗消毒，
按标准要求进行保洁，并经每餐次抽样检验，确保检测合格。

餐具高温消毒。餐用具采用高温热力方法进行消毒。

食材洗消和保管。对食品原料和加工后的半成品进行严格的
洗消和卫生保管。

回收餐具的洗消。每餐次对后厨餐具用具进行清洗消毒，坚
持高温消毒方式对病毒灭活。

环境管理。对食堂内外环境和餐桌椅每天进行全面消毒，不
留死角。每天对食堂及周边环境进行清洁消毒和通风换气，
食堂及后厨区域做到每日消毒不低于2次，并按要求对餐具和
厨具进行清洗消毒，并存放于密闭设施内保洁，保证餐厅卫
生安全。

餐具存放。餐具进行消毒后，应放置在无病毒区域和空间或



存放在餐具消毒设施设备中。

（六）采购管理：

禁止制售野生动物及制品。严禁采购、存储、加工、烹饪、
销售野生动物及其肉蛋类制品，并确保食材的正常供应，不
涨价，保质量、保安全。

严格监管食材源头。加强对食材采购渠道来源和索证的监管，
重点监管引入的社会餐饮各风味档口特殊或零星食材的采购；
确保食材来源清晰，供应商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
产品合格证、动物产品检疫证等证件齐全。

采购中交接货物管控。要求供应商送货人每天检测体温并向
本单位报备，供货商、采购员和接货员在采购、运输、验收
工作中均需佩戴口罩，彼此之间保持1米以上的安全距离；采
购肉禽类生鲜食材应戴上一次性橡胶手套，避免手对该类食
材的直接接触，查验食材和其他物品前后要洗手。

食材配送车辆管控。保持食材采购车辆和配送车辆干净卫生，
专车专用，净菜、半成品等特殊食材需专用冷藏车配送，每
次运输食品前应进行清洗消毒。

抽样检测。对易携带致病菌或易腐败变质的食材采取抽样送
专业机构检测的措施。

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及流程图篇三

传染病报告实行属地化管理。实行首诊医生负责制，医院内
诊断的传染病病例的报告卡由首诊医生负责填写，由医院预
防保健科的专业人员负责进行网络直报。暴发疫情现场调查
的院外传染病病例报告卡由属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现场调
查人员填写，并由疾控机构进行报告。



(1)乡镇卫生院与城镇社区卫生服务站负责收集和报告本行政
区域内传染病信息。有条件的实行网络直报，没有条件实行
网络直报的，应按照规定时限以最快方式将传染病报告卡报
告本行政区域内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2)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要实行网络直报。要建立预防保健科，
要有专人负责网络直报工作。

(3)交通、民航、厂(场)矿所属的医疗卫生机构，以及非政府
举办的医疗机构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报告方式、报告程
序进行报告。

(4)部队、武警等部门的医疗卫生机构接诊地方居民传染病病
人时，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向属地的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报告。

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及流程图篇四

(1)甲类传染病：鼠疫、霍乱；

(2)乙类传染病：甲型h1n1流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
病、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人高致病性禽流感、麻疹、
流行性出血热、狂犬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登革热、炭疽、
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肺结核、伤寒和副伤寒、流行性脑
脊髓膜炎、百日咳、白喉、新生儿破伤风、猩红热、布鲁氏
菌病、淋病、梅毒、钩端螺旋体病、血吸虫病、疟疾。

(3)丙类传染病：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风疹、急性出血
性结膜炎、麻风病、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伤寒、黑热病、包
虫病、丝虫病、手足口病、除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
伤寒和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病。

(4)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决定列入乙类、丙类传染病管理的上
述规定以外的其他传染病(其他传染病、非淋菌性尿道炎、尖



锐湿疣、生殖器疱疹、水痘、森林脑炎、结核性胸膜炎、人
感染猪链球菌、不明原因肺炎、不明原因、其它)。

(5)省级人民政府决定按照乙类、丙类管理的其他地方性传染
病。

(6)执行职务的医务人员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原因
不明的传染病后、应及时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及流程图篇五

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

为加强学校传染病疫情管理，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在学
校内的发生与流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和国务院《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一、为严防传染病疫情在学校内传播流行，我校责成卫生保
健教师为传染病疫情报告人。

二、学校疫情报告人要依法履行职责，一旦发现传染病病人
或疑似传染病病人，要按照以下要求向属地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或卫生院报告，同时上报到属地教育行政部门。

（一）学校常见传染病报告时限和内容

1．在同一班级，1天内有3例或者连续3天内有多个学生（5例
以上）患病，并有相似症状（如发热、皮疹、腹泻、呕吐、
黄疸等）或者共同用餐、饮水史时，学校疫情报告人应当
在24小时内报出相关信息。2.当学校和托幼机构发现传染病
或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学校疫情报告人应当立即报出相关信
息。3.个别学生出现不明原因的`高热、呼吸急促或剧烈呕吐、
腹泻等症状时，学校疫情报告人应当在24小时内报出相关信
息。4.学校发生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或者其它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时，学校疫情报告人应当在24小时内报出相关信息。

（二）国家法定传染病报告时限和内容

1.疫情报告人在发现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中的肺炭疽、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脊髓灰质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
人或非典疑似病人时，应在2小时内，以最快的通讯方式报告。

2.疫情报告人在发现乙类和丙类传染病病人和病原携带者时，
应当在24小时内报告。

三、学校疫情报告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传染病疑似病人时，
不得隐瞒、谎报或缓报。如因疫情报告人玩忽职守造成学校
内传染病传播流行，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