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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重要指示精神，认

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入指导各地推进医院烈性传

染病区（房）应急改造工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组织力量编制《医院烈性传染病区（房）应急改造技术导则（试行）》（以下简

称导则），为突发疫情特殊时期医疗建筑平疫转换应急改造设计提供技术参考。

本导则主要编写依据为《传染病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50849-2014）和《传染

病区(房)建筑设计标准》(DB33/1030-2006)等国家和地方现行标准。 

本导则共分 8 章，主要技术内容是：1 总则；2 术语；3 环境与总平面；4

建筑设计；5 电气和智能化；6 给水排水；7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8 应急解决方

案参考平面。 

本导则由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编制并负责指导实施和监督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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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由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

有意见或建议，请寄至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地址：杭州市安吉路 18 号；     

邮编：310006；联系电话：0571-85050020；电子邮箱：anji18@126.com）。 

主编单位：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参编单位：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省现代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杭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要编制人员：陈志青 骆高俊 杨 彤 姚国梁 何  江 许世文 高 嵩 王 健    

王国栋 周 均 江 篪 赵长青 吴一苏 王 皓 张 力 汪新宇 

马慧俊 沈彬彬 余俊祥 徐昉 封素芬 陶培均 朱加丰 金文 

周平槐 姚之瑜 裘云丹 姜善临 裴来虎 毛淼 徐赞 李霞 

主要审查人员：王国钰 游劲秋 赵宇宏 单玉川 王建民 郭丽 王建奎 金睿

杨书林 庄新南 傅青峰   



 

 

目  次 

1 总  则............................................................ 1 

2 术  语............................................................ 2 

3 环境与总平面...................................................... 3 

4 建筑设计.......................................................... 4 

5 电气和智能化...................................................... 7 

6 给水排水.......................................................... 9 

7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11 

8 应急解决方案参考平面............................................. 13 

引用标准名录...................................................... 188 



 

 

 

1 

1 总  则 

1.0.1  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烈性传染病的隔离治疗措施，增扩疫情高发

地区的烈性传染病医疗资源，利用已有设施进行临时、局部、快速改造而制定本

导则。 

1.0.2  本导则适合于综合医院中的独立传染病区（房）在地区烈性传染病爆发

时的平疫转换，转换特点为短期和临时。 

1.0.3  传染病区（房）建筑设计应急技术和改造措施应遵照控制传染源，切断

传播链，隔离易感人群的基本原则，并应满足传染病医院的医疗流程。 

1.0.4  传染病区（房）在疫情发生期间，为增扩烈性传染病收治量，功能分区

可以适当压缩调整普通传染病门诊空间，加大烈性传染病门诊空间占比，病房部

分也可按照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分区收治；其他在医院发生的密切接触者另行安

置在独立的宿舍或其他独立单元病区。 

1.0.5  传染病区（房）建筑设计应急技术和改造措施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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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烈性传染病区 

收治甲类传染病及列入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患者的病房楼或者治疗区。 

2.0.2 方舱式集中收治临时医院 

政府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临时征用社会既有公共建筑，如体育馆、展览馆、

仓库等高大空间，用于集中收治轻症患者的临时救治场所。 

2.0.3 三区两通道 

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和两通道合在一起的名称。 

2.0.4 两通道 

进行传染病诊治的病区中的医务人员通道和患者通道。医务人员通道、出入

口设在清洁区一端，患者通道、出入口设在污染区一端。 

2.0.5 清洁区 

进行传染病诊治的病区中不易受到患者血液、体液和病原微生物等物质污染

及传染病患者不应进入的区域。  

2.0.6 半污染区 

进行传染病诊治的病区中位于清洁区与污染区之间、有可能被患者血液、体

液和病原微生物等物质污染的区域。  

2.0.7 污染区 

进行传染病诊治的病区中传染病患者和疑似传染病患者接受诊疗的区域，包

括被其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污染物品暂存和处理的场所。  

2.0.8 负压隔离病房 

采用空间分隔并配置全新风直流空气调节系统控制气流流向，保证室内空气

静压低于周边区域空气静压，并采取有效卫生安全措施防止交叉感染和传染的病

房。 

2.0.9 缓冲室 

相邻空间之间安排设计的有组织气流并形成卫生安全屏障的间隔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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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与总平面 

3.0.1 地区突发烈性传染病并收到上级部门疫情指令时，医院应立刻启动应急措

施，设置烈性传染病防控专用通道，并设隔离设施。 

3.0.2 清理传染病区（房）建筑或所在建筑周边与疫情防控无关的设施和停车，

对于安全距离不满足规范要求的附近建筑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或暂停使用，明显

位置标识隔离区。 

3.0.3 换岗后的医务人员需在相对独立的生活区隔离两周后方可离开，建议设置

专用通道到达该生活区。 

3.0.4 在患者数量明显超出医院就诊能力时，应及时启动医院附近高大空间建筑，

如体育馆、展览馆等，建设方舱式集中收治临时医院作为轻症患者的临时救治场

所。 

3.0.5 总平面场地上应明显划分防疫物品装卸和临时堆放场地。 

3.0.6 总平面场地上应明显划分救护车的清洗和消毒场地。 

3.0.7 传染病区产生的医疗废弃物及污废水，应采取进一步的环境安全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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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设计 

4.0.1 烈性传染病门诊入口处应明显划分筛查区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 SARS

肺炎等烈性传染病门诊应与其它消化道传染病、普通传染病门诊的就诊路线严格

分离），如就诊空间不足，可适当压缩调整普通传染病门诊空间，加大烈性传染

病门诊空间占比。也可以适当采用临时设施往室外扩展，以避免就诊空间过分拥

挤而致使就诊患者之间产生交叉感染。 

4.0.2 烈性传染病门诊一般安排在底层平面，在疫情突发时，可以将原医疗功能

单元模块重新划分分区，按照普通传染病门诊和烈性传染病门诊分类。 

4.0.3 烈性传染病病人与普通传染病病人检查用的医技设施（X 光室，心电、B

超、化验等）应分别单独设置。 

4.0.4 烈性传染病区应根据收治的传染病种类及患者的感染程度分设不同病区，

不同类传染病病人宜分别安排在不同病区。 

4.0.5 烈性传染病病区与普通传染病病区的入口、门厅、电梯等设施应严格分开

设置，电梯、楼梯数量不足时可考虑增加外挂电梯、楼梯解决。 

4.0.6 烈性传染病区产生的医疗垃圾,生活垃圾及污被服通过病区的病人通道收

集运到污物间并经专用污梯运出，由专业公司回收处理。 

4.0.7 烈性传染病病区平面布置应严格按照“三区两通道”原则划分污染区、半

污染区和清洁区，区分烈性传染病人进入病区的流线，避免与其他人流交叉；区

分医护人员内部作业流线：按清洁区→ 半污染区→ 污染区 单向作业流程布置，

跨区必须强制经卫生通过室处置，以确保医护人员不被感染。 

医护人员从清洁区进入半污染区须一次更衣（穿工作服）、再经卫生通过室

后（可不淋浴）二次更衣（穿防护服等），再从半污染区通过缓冲室进入污染区。

医护人员从半污染区出来须经过二次更衣（脱防护服等）、再经卫生通过室后（须

淋浴）一次更衣进入清洁区。卫生通过室内有洗手盆、便厕、淋浴、更衣。 

4.0.8 烈性传染病区宜增设多学科联合会诊室和远程医疗会诊室。有条件的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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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设置一间负压外科手术室。如原传染楼已预留 CT、手术等医技用房，疫情发

生时应立即启用。 

4.0.9 烈性传染病房应设置一定数量的负压隔离病房和重症监护病房(ICU)隔离

负压小间。 

4.0.10 烈性传染病区的医护人员的临时住宿宜安排在同一栋建筑内的独立区域。 

4.0.11 烈性传染病区在医护人员内走廊与病房之间应设置缓冲室，并应设置非

手动式或自动感应龙头洗手盆、错位门及隔离衣存放处，内走廊墙上需设医护观

察窗，并设 600x600x600 成品双门密闭自锁式单侧开启带消毒传递窗，用于为患

者传递食物、药品等。 

4.0.12 烈性传染病区内医护人员、患者应分别使用不同通道（包括垂直交通的

楼、电梯）。医护人员应使用医护人员工作走廊，进出病区应经过卫生通过室，

患者经入院处置后，通过外围走廊（污染通道）进入病房。 

4.0.13 患者出入院有条件时，应分别独立设置。增设出院病人清洁间，设置喷

雾消毒。 

4.0.14 烈性传染病区每个护理单元应配置的房间应包括带卫生间病房、重症监

护室、医生办公室、护士办公室、护士站、处置室、治疗室、值班室、库房、备

餐兼开水间、医疗垃圾、污被服间、消毒间、污洗间等用房，三区均分设洁具间，

宜设置病人活动室； 

病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病床的排列应平行于有采光窗的墙面，单间一般布置 1~2 床，有条件的尽

量调整为单床间。 

2 平行的两床间净距不应小于 1.10m，靠墙病床床沿与墙面的净距不应小于

0.60m； 

3 单排病床通道净宽不应小于 1.10m 

4 各病房均应附设含大便器、淋浴器、脸盆的卫生间；  

5 病房门应直接开向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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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抢救室宜靠近护士站； 

7 病房门净宽不应小于 1.10m，门扇应设观察窗； 

8 病房走道两侧墙面应设置靠墙扶手及防撞设施。 

4.0.15 物流系统配置：为缓解医护人员的工作强度，减少交叉感染的机率，有

条件的在改建中考虑机器人物流系统的设置，主要作用为物品、药品、餐食运送，

体温测量，场所消毒等辅助工作。设计中考虑机器人物流充电、信号信息传输的

相关配套机电设计及物品交接的相关空间预留。 

4.0.16  方舱式集中收治临时医院建设需根据被征用建筑室内场地大小，明确划

分病床区和护理区及生活保障区，每个区分界处明确做好人员进出限制控制。 

4.0.17 传染病区室内装饰及改造，使用墙面、地面、各类隔断及各面交角使用

材料应表面光洁、易于清洁，避免污物残留。  

4.0.18 改造建筑的玻璃幕墙及建筑变形缝应考虑楼板处的密封加强处理；污物

通道外窗的气密性，病房间房门的密封处理，均应避免不同区域间的空气出现对

流的问题。 

4.0.19 传染病区产生的含有病原体的固体废弃物应进行焚烧处理。手术中产生

的医疗污物应就地或集中消毒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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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气和智能化 

5.0.1 负荷等级：应按《医疗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312、《传染病医院建筑设

计规范》GB 50849 等相关标准执行。 

5.0.2 供电电源：应由双重电源供电，一路电源检修或故障时，另一路电源应能

承担所有用电负荷的供电。 

5.0.3 备用电源和应急电源：应采用柴油发电机组作为备用电源和应急电源，并

分别设置备用母线段和应急母线段，未设置固定柴油发电机组的医疗建筑应采用

应急移动柴油发电车，柴油发电机组供油时间大于 24h。 

5.0.4  除特殊要求外，下列场所或设备用电负荷应接入应急电源供电系统： 

1 手术室、抢救室、急诊处置及观察室； 

2 重症监护病房、呼吸性传染病房(区)、血液透析室； 

3 医用培养箱、恒温(冰)箱，重要的病理分析和检验化验设备； 

4 真空吸引、压缩机，制氧机； 

5 消防系统设备； 

6 其他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的负荷以及必须持续供电的设备或场所。 

5.0.5 相关标准要求中断供电时间小于或等于 0．5s 的医疗场所及设施用电，应

设置在线式不间断电源装置（UPS）。应急电源为柴油发电机组时，不间断电源

装置（UPS）应急供电时间不应小于 15 min。 

5.0.6 负压隔离病房区的电源应按区域单独供电，负压隔离病房的强弱电电气设

备的所有管路、接线盒应采用可靠的密封措施，负压隔离病房照明控制应采用就

地与清洁区两地控制。 

5.0.7 配线的保护管、母线槽或桥架穿越隔墙处应做密封处理。 

5.0.8 2 类医疗场所局部的 IT 供电系统，应配置绝缘故障监测装置，并满足有关

监测要求。 

5.0.9 传染病区应按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分别设置配电回路，主要电气装

置应布置在清洁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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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0 传染病区同一个通风系统，房间到总送、排风系统主干管之间的支风道

上的电动密闭阀，应可单独关断，进行房间消毒。通风设备的控制应设置在污染

区外。 

5.0.11 负压隔离病房和洁净用房的照明灯具应采用洁净密闭型灯具，并宜吸顶

安装；当嵌入暗装时，其安装缝隙应采取可靠的密封措施。灯罩应采用不易破损、

透光好的材料。照明灯具应表面光洁易于消毒。 

5.0.12 清洁走廊、污洗间、卫生间、候诊室、诊室、治疗室、病房、手术室及

其他需要灭菌消毒的地方应设紫外线消毒器或设置杀菌灯。紫外线杀菌灯应有防

误开措施，其开关安装高度为底距地 1.8m。 

5.0.13 应预留隔离病房传递窗口、感应门、感应龙头等设施的用电装置。 

5.0.14 当出现紧急情况时，所有设置互锁功能的门都必须能处于可开启状态。 

5.0.15 负压手术室及负压隔离病房的空调设备监控应具有监视手术室及负压隔

离病房与相邻室压差的功能，当压差失调时应能声光报警。 

5.0.16 改造工程宜结合既有建筑实际情况，采用一体化的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等

成套设备，满足应急快速投入使用的要求。 

5.0.17 方舱式集中收治临时医院电气改造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应掌握方舱式集中收治临时医院的供电需求，梳理既有改造建筑的用电现

状及重要负荷情况，落实供电方案和柴油发电机组应急预案； 

2 应采用成套电气设备，以便于快速安装、调试和运行维护； 

3 应根据改造的电气线路敷设和用电设备的具体情况，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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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给水排水 

6.0.1 病区给水引入总管上应设置倒流防止器。给水总管上预留消毒设施投放接

口。 

6.0.2 水加热设备出水温度应为 60℃~65℃。集中热水系统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

应采取设置紫外光催化二氧化钛 (AOT) 消毒装置或银离子消毒器；亦或采取系

统定期升温灭菌措施(系统温度加热至 60℃以上，持续时间不应小于 1 小时)。 

6.0.3 卫生器具静水压力不应大于 0.2MPa，防止水压过大造成污染物外溅，造

成二次污染。 

6.0.4 每个病房的进水支管上设置关断阀门,并将阀门设置于清洁区内,方便医护

人员操作。管道避免穿越无菌室。 

6.0.5 卫生器具均应采用非接触性或非手动开关，并防止污水外溅。 

6.0.6 每个护理单元应单独设置饮用水供水点。 

6.0.7 污染区、半污染区与清洁区的排水管和通气管应独立设置。 

6.0.8 上至屋面的通气管四周应有良好的通风，烈性传染病区通气管可改造为将

通气管中废气进行集中收集，并相应的消毒处理后排放。 

6.0.9 细菌、病毒检验科应设专用洗涤设施，并应在消毒灭菌后再排放到室外污

水管网。 

6.0.10 空调冷凝水应集中收集，并应排入消毒池消毒处理后排入医院污水处理

站。 

6.0.11 所有卫生器具、地漏均应设置水封。地漏采用带过滤网的无水封地漏加

存水弯，存水弯的水封 50mm~75mm。改造过程应逐一检查确认每个卫生器具、

地漏是否有水封，每日注水两次，每次注水量不小于 350ml，保持水封完好。封

闭不常用地漏。 

6.0.12 排水管道采用防腐蚀的管道。管道的连接及密封应保证不收缩、不燃烧、

不起尘。改造过程应全面检查复核整个排水系统在接入消毒池之前，保持密闭。 

6.0.13 有条件的场所可采用真空排水系统。 



 

 

 

10 

6.0.14 室外应采用雨污分流制，传染病区室外污水管网应改造为采用密闭检查

井。 

6.0.15 传染病区的雨水宜改造为收集至雨水蓄水池，消毒合格后再排放至城市

雨水管网。 

6.0.16 传染病区的污废水应统一收集，经预消毒后排入化粪池，再进入医院污

水处理站，污水站应采用二级生化处理工艺，出水消毒合格后再排入城市污水管

网。方舱式集中收治临时医院产生的污废水应统一收集，设置临时性污水处理罐

（箱），经消毒合格后排放。以上采取的消毒应急方案应按《关于做好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水和城镇污水监管工作的通知》 (环办水体函 

[2020]52 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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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7.0.1 改建传染病区应设置机械通风系统；为避免交叉感染，机械送、排风系统

应按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分区独立设置。 

7.0.2 负压隔离病房最小换气次数应为 12 次/h，污染区、半污染区最小换气次数

应为 6 次/h，清洁区最小换气次数应为 3 次/h； 

7.0.3 空调冷凝水应按上述分区集中收集，并应排入消毒池消毒处理后排入医院

污水处理池。 

7.0.4 改建传染病区宜设置空调设施，重症监护室（ICU）宜采用全新风净化空

调系统；手术室应采用全新风净化空调系统；其他区域宜采用独立直膨式风冷热

泵分体空调或变制冷剂流量 VRF 空调，各功能房间的温度宜控制在 18~27℃。 

7.0.5 每间隔离病房空调末端应能独立运行；如果同一空调末端负担多个病房，

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对该类病房加装分体式空调机或 VRF 多联机。对于集中收

治确诊轻症患者的方舱式集中收治临时医院可采用局部电取暖器或病床上敷电

热毯等临时取暖措施，并尽量利用建筑物原空调系统的全新风功能进行通风换气。 

7.0.6 机械送、排风系统应使病区内空气压力从清洁区至半污染区至污染区依次

降低；隔离病房与其相邻、相通的缓冲室、走廊压差，应保持不小于 5Pa 的负压

差；每间隔离病房要在清洁区的缓冲室墙上加装配套微压测压计。 

7.0.7 清洁区、半污染区气流组织可为上送上排方式；隔离病房内应改建为上送

下排方式：送风口建议设于床尾处顶送，排风口设于床头处下排。 

7.0.8 传染病区内机械通风系统必须采用管道送、排风，不得利用土建风道（遇

此情况，必须改造或放弃使用）。同时，各病房和医护部分的卫生间及污物间等

需要排风的场所不应设置顶棚排气扇（若原已设置必须放弃使用），应采用屋顶

排风机集中排风。 

7.0.9 负压隔离病房的送排风系统宜独立设置，送排风系统的过滤器设置压差检

测、报警装置；当集中设置时，每个系统服务的病房数量不宜超过 6 间。病区

同一个通风系统，房间到总送、排风系统主干管的支风道上应设置电动密闭阀（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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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必须加装），并可单独关断以便房间消毒。 

7.0.10 改建隔离病房的送风应经过初效、中效、亚高效三级处理后送入室内；

排风应经过高效过滤器处理后排放，排风高效过滤器应设置于病房排风口处。 

7.0.11 隔离病房的排风出口改造宜高于屋面 3 米以上，且应远离任何进风口和

门窗 20 米以上并处于其下风向；通风系统排风机位置的设置必须保证建筑物内

排风管道保持负压；负压隔离病房通风系统的送、排风机应联锁控制，启动通风

系统时应先启动排风机再启动送风机，关闭通风系统时应先关闭送风机再关闭排

风机。 

7.0.12 鉴于负压隔离病房通风系统的要求，原普通通风系统的风机及风管须作

相应的更换； 

1 风机参数及性能应满足负压隔离病房（最小换气次数 12 次/h）的要求，通

风系统要求能 24 小时连续运行，送、排风系统应设置备用风机 。轻症或疑似病

人隔离病房换气次数(新风量)不小于 6 次/h，排风量满足病房负压要求； 

2 通风管道须满足流速及密封性要求，为加快改造进度，建议通风管道采用

PE（高密度聚乙烯管）热熔连接； 

3 风机参数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在满足负压差的情况下建议在室内加装带

除菌的空气净化器（灭菌器），这样可适当降低排风换气次数，以减少改造难度。 

7.0.13 改建隔离病房缓冲室受条件限制难以布置送回风系统时，可采用高效过

滤净化机组循环方式，缓冲室换气次数不小于 60 次/h；最简易时方法可以一台

FFU（风机过滤单元）安装在顶上或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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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急解决方案参考平面 

依据新型冠状病毒的特点及近年来新建的综合医院内的传染病区（房）基本

都是 3 层及以上楼层的情况，我们结合烈性传染病门诊就诊、疑似病例隔离观察、

确诊病例的治疗和密切接触者的医学观察（单独另设））四类情况，提供了以下

应急解决方案及参考平面： 

8.0.1 传染病区（房）进行功能调整，主要满足烈性传染病门诊筛查及就诊、疑

似病例隔离观察和确诊病例的治疗功能，普通传染病区（房）需进行短期腾空改

造。底层为烈性传染病门诊布局，为门诊病人筛查及就诊区；传染病区（房）二

层的病房调整为疑似病例隔离观察病区；传染病区（房）三层及以上为确诊病例

的传染病区；密切接触者的医学观察建议利用其他普通病房楼改造实现。 

8.0.2 底楼烈性传染病门诊的设计要点：肠道、肝炎等普通传染病与烈性传染病

门诊分区设置，患者流线完全分开，设置相对独立医技检查区；医护、出入院入

口分别在不同朝向设置；医护人员临时住宿在清洁区独立设置；医护流线完全独

立，烈性传染病区域设置严格的二次卫生通过区。 

8.0.3 二楼疑似病例隔离观察病区设计要点：严格区分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

区；医护、患者通道完全分开设置，设置各自独立垂直交通；所有隔离病房一人

一间，均严格按前后双通道设置，医护从内通道经过缓冲室进入隔离病房，物品

从内通道经传递箱进入隔离病房；医护人员值班室在清洁区设置；患者进入隔离

病房后不再移动，完成隔离诊断后再确定离开或转入确诊病房治疗。 

8.0.4 三楼确诊病例的传染病区的设计要点：严格区分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

区；医护、患者完全分开设置，设置各自独立垂直交通；所有病房均严格按前后

双通道设置，医护从内通道经过缓冲室进入病房，物品从内通道经传递箱进入病

房；医护人员临时住宿在清洁区设置；进入负压隔离病房的医护需从外侧患者通

道经洗消后返回半污染区，需严格按循环线路护理患者。 

8.0.5 普通病房临时改造为密切接触者的医学观察病房的设计要点：医护、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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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物流通道完全分开设置，设置各自独立垂直交通；医护生活区相对独立，经缓

冲室进入医护办公区，再经缓冲室出入病房等污染区；观察期间发现确诊病例的

从污梯转运送往传染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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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传染病门诊改造前平面 

普通传染病门诊                          烈性传染病门诊 

 

 

 

 

 

 

 

 

 

底层传染病门诊改造后平面 

平面改造：格局不变，功能上扩大了烈性传染病门诊面积，增设了医护值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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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疑似病例隔离观察病区参考平面 

平面改造：普通传染病区改造，平面格局不变。一人一间。 

 

 

 

 

 

 

 

 

 

 

 

 

三层确诊病例传染病区参考平面(带负压隔离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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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病房改造前参考平面 

 

 

 

 

 

 

 

 

 

普通病房改造后参考平面（密切接触者的医学观察病区） 

平面改造：增加缓冲室，保证功能分区相对独立，一人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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