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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一类病毒，因该病毒形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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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本次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外，已知感染人的冠状病毒还有6种。其中4种在人群中较

为常见，致病性较低，一般仅引起类似普通感冒的轻微呼吸道症状；另外2种是我们熟

知的SARS冠状病毒和MERS冠状病毒。

但这次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冠状病毒和MERS冠状病毒有很大不同。和人一样，

不同病毒之间虽然是近亲，但惰性、态度、处事都有很大不同。

新型冠状病毒是指以前从未在人类中发现的冠状病毒新毒株，该病毒导致2019年12月武汉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

COVID-19（COVID是冠状病毒的英文词组缩写，起含义为“CO”代表Corona（冠状），

“VI”代表Virus（病毒），“D”代表Disease（疾病），“19”代表疾病发现的年份2019

年）。很多野生动物都可能携带病原体，成为某些传染病的传播媒介，果子狸、蝙蝠、竹鼠、

獾等是冠状病毒的常见宿主。



根据现有病例资料，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以发热、乏力、干咳等为主要表现，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腹泻等上呼吸道

和消化道症状。（人体正常体温：36℃ - 37.3℃）

重症病例多在1周后出现呼吸困难，严重者快速进展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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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出凝血

功能障碍。值得注意的是重症、危重症患者病程中可为中低热，甚至无明显发热。

⚫  保持室内通风；（每日隔3小时至少通风1次，

每次15-30分钟。如室外空气质量较差，避免开窗

通风。）

⚫  正确洗手；

⚫  出门佩戴口罩；

⚫  减少人员密集场所活动；

⚫  人员交流保持至少1米距离；（戴口罩）

⚫  出现病症及时就诊，立即报告主管和社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可以确定的传播途径包括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经呼吸道飞沫传播，如患者打喷嚏、咳嗽、

说话的飞沫，呼出气体近距离接触，可导致该病持续传播，或患者打喷嚏、咳嗽、说话的飞沫混合在空气中，形成气溶胶，

被他人吸入后也可导致感染；另外若飞沫沉积在物品表面，可通过直接接触污染人的手，污染的手再接触口腔、鼻腔、眼

睛等粘膜，如挖鼻孔、揉眼睛等，也可导致感染，从而进行传播。



•早发现

•早报告

•早隔离

•早治疗

• 员工每日健康登记；

• 入口处访客、第三方人员健康登记；

• 入口处测量体温；

• 佩戴合格的口罩；

• 每日消毒；

• 减少会议或会议尽量使用Skype;

• 货车进场在入口处消毒。

⚫  异常情况-隔离

1）回家隔离；

2）待在酒店隔离；（集体宿舍员工）

上报社区居委会。

⚫  疑似病例

1）上报社区居委会；

2）送往专门医院诊断；（卫健委）

2）确认密切接触人员，通知隔离观察；

3）所活动区域消毒。

⚫  确诊病例

1）上报社区居委会；

2）确认密切接触人员，通知隔离观察；

3）所活动区域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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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下班途中，全程正确佩戴口罩；

2）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可选择步行、骑行或自行驾车、班车；

3）乘车时，不要闲谈；

3）不随意触摸公用物品，如接触，进入公司或家中，首先正确洗手；

4）进入工厂前，在入口处接受体温测量。

1）公共办公区，正确佩戴口罩；

2）减少走动和减少访客接待；

3）会议室暂关闭，尽量通过Skype或电话交流；

4）减少集中会议，尽量通过Skype开会；

5）禁止外部访客进入办公区；

6）间隔多做颈部、腰部和四肢运动；

7）适量饮水，保持茶具、水箱洁净；

8）餐前便后，正确洗手；

9）办公室每隔3小时通风1次，每次不少于20分钟；

10）卫生间、茶水区每日消毒2次。



1）工作期间正确佩戴口罩；

2）交流时佩戴口罩，保持至少1米距离；

3）生产区域每隔3小时通风一次，每次不少于20分钟；

4）饭前便后，正确洗手；

5）减少集中会议，尽量通过电话或微信交流；

6）减少访客接待；

7）如有人员受伤出血，救护人员不要直接接触血液，可到急救箱获取一次性手套、

防护眼镜、包扎敷料处理伤口。处理后的残留物收集，放在单独垃圾桶消毒处理。

1）餐前等待、餐后正确佩戴口罩；

2）后勤服务人员正确佩戴口罩；

3）就餐期间，与他人至少保持1米距离；

4）就餐期间，不要就谈；

5）员工自带餐具，需分时间段于规定处清洗；

6）清洗期间请勿扎堆并佩戴口罩；

7）厨房每天消毒2次。 



1）建立物流司机驾驶员清单，每日登记报告驾驶员健康信息。包括姓名、年龄、本

人健康状况（含体温检测结果）和家人健康状况；

2）驾驶员工作期间，正确佩戴口罩、手套；

3）抵达客户处，遵守客户相关防控规定，不得随意下车；

4）驾驶员每班次对物流车辆驾驶室进行1次消毒，记录消毒范围和时间；

5）严格按照客户要求路线和地点行驶和停靠；

6）遵守交通通告要求和交通安全规则；

7）培训驾驶员，知晓上述要求。



1）建立后勤厨房服务人员清单，每日登记报告保洁员健康信息。包括姓名、年龄、

本人健康状况（含体温检测结果）和家人健康状况；

2）工作期间，正确佩戴口罩；

3）工作前，正确洗手并佩戴一次性卫生手套；

4）工作期间，不要闲谈；

5）确保食品、餐具卫生符合要求，并保留采购凭证备查。

6）按照要求，对餐具进行消毒；

7）培训员工知晓上述要求。



1）保安将其引导至附近空旷处，报告企管部； 

2）企管部主管到达使用水银温度及再次测量其体温；

3）如体温仍超过37.3℃，询问登记其过往2周内的健康状况、家人状况、活动场所等信息。

4）如过去2周有不适或密切接触确诊/疑似患者，劝其回家隔离观察，并报告社区联络人。

5）如体温测量正常，且过往2周内正常和且无密切接触史，则为正常。 

1）如异常，佩戴好口罩回家隔离观察；

2）如住集体宿舍，暂时在公司隔离间观察；

3）联系社区负责人报告，并根据其要求隔离观察；

4）对其员工所活动区域进行消毒；

5）对其密切接触人员进行登记观察。

1）立即停止生产活动，登记在厂人员；

2）全厂范围实施消毒；

3）报告公司应急响应小组和东山头社区联络人；

4）复查员工体温，登记过往健康状况。

5）确认密切接触人员，回家隔离观察。



姓  名 职务 电话

组长/总经理 13821292671

副组长/副总经理 15002289230

 组员/生产部经理 15510858126

 组员/质量部经理 18665597464

 组员/市场部经理 13385298389

 组员/企管部主管 13992602097

员工工作期间发热或
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

监测体温
超37.3℃？

通知主管密切关注，
企管部登记

出现呼吸
道感染症

状？

安排到制定发热门诊
检查和病毒筛选

否

是

是

员工是否
可自行前

往？

是

否

拨打120急救电话或
联系社区输送员工

否

医院检查筛选

是否感染
nCoV？ 病假回家隔离观察

否
报告东山头办事处

报告公司
应急响应小组

• 企管部负责人员疏散

• 企管部负责风险区域消毒

• 各部门经理（应急小组成员）负责排查密切接触人员

• 所在部门负责人负责后续跟踪

是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基于目前对新型冠状病毒特点的认识，国家卫生健康委决定将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乙类管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各相关部门可依法

采取病人隔离治疗、密切接触者隔离医学观察等系列防控措施，共同预防控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的传播。

冠状病毒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一类病毒，可能会引起人和动物呼吸道、消化道和神经系统疾病，严重者

会出现休克的症状或患上难以纠正的凝血功能障碍。因此，要及时做好预防工作，降低感染冠状病毒的

风险。

以下五种方法可有效降低感染冠状病毒的风险:



外出回家后、接触有细菌物体后，要记得洗手，且注意用流动的水和使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揉搓的时间不少于20秒。



应避免在未加防护情况下与病人接触以及与农场牲畜或野生动物接触。同时，为了防止病毒的滋生与传播，在外出时要做好卫生安全工作，以

免他人生病。



重视食品安全与卫生，避免进食或饮用生或未熟透的动物产品以及产品污染的食物。



避免接触动物、禽鸟或其粪便，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在生鲜市场采购或工作时，更要注意清洁与消毒。



N95型口罩针对0.3微米的颗粒物去除率不小于95%，一般在风险和防护要求较高的环境中使用。

通常情况下选择佩戴普通医用三层（由外至内为防水层、过滤层、无纺布层）即可。

正确佩戴口罩的方法

a) 佩戴前保持清洁的面部；

b) 清洗双手；

c) 将口罩用手托住盖在口鼻处；

d) 将口罩上下两根皮筋依次拉开，套在头后部，调整好位置；

e) 按压口罩上的鼻梁夹（铝条或塑料条），使口罩更好的贴合在面部；

f) 呼气，感觉口罩四周是否有气泄漏。如有，调整鼻梁夹及松紧带。

（或更换尺寸合适的口罩。）

g) 取下口罩时，避免接触口罩外面，拉开皮筋自后向前，将口罩取下。

h) 取下的口罩丢入垃圾桶或保存在干净、密封的容器内（或袋子）以备

下次使用。

i) 如果是病人、医务人员或接触过病人，口罩应作为医疗垃圾收集和处理。

根据个人需求正确选择、佩戴口罩，且需要定期更换，以此进行自我防护、降低呼吸道感染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