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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师协会肾脏内科医师分会 2022 年学术年会 

暨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肾脏病前沿论坛 

疫情防控方案 
 

为有效预防、及时控制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传播，确

保中国医师协会肾脏内科医师分会 2022 年学术年会暨中国

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肾脏病前沿论坛会议有序、安全举

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第九版）》相关要求等，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快速、准确处置突发疫情为目标，统一指挥、分级负

责，一旦发生疫情事件，能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效能，有

序地实施管控，最大限度防止疫情扩散蔓延，把疫情造成的

损失和影响降到最低。 

二、应急小组机构及职责 

成立疫情防控应急小组单位：主办方、承办方、大连富

力希尔顿酒店、会务公司。 

会务组联络员： 

主办方中国医师协会陈曦曌 150 1087 7066 

承办方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宋英茜 180 9887 2079 

酒店方大连富力希尔顿酒店李戈 13898609992 

会务公司中视迈达国际会展（北京）有限公司安琪超 13699226762 

工作职责：全面负责会议疫情防控应急处置工作。制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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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对会议期间突发疫情防控事

件及时、高效处置。协调调动各相关方加强应急处置力量和

物资保障。 

三、会前防控流程 

（一）参与人员统计与分类管理 

1. 参与人员统计。针对工作人员，需在入场前 1 天将个

人身份信息、健康状况信息、个人信息申报卡进行收集，办

理相应的入场手续。针对参会人员，需要提前通过各种途径

宣传并告知参加会议的健康状况要求和入场相关要求。 

2. 严格加强会议相关人员管理 

活动期间进入会场需扫场所码及测量体温。有以下情形

的，不得安排为工作人员、参加人员和服务保障人员： 

1) 不能出具 48 小时内 1 次核酸阴性证明的； 

2) 近 10 天内有境外或港澳台旅居史的； 

3) 近 7 天内有高、中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中高风险地区

名单以会议开始当天的为准，请密切关注国内疫情变

化和发生地区，详情可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小

程序查询，或咨询属地疫情防控指挥部和疾控中心等

专业机构); 

4) 近 7 天内有低风险区（中高风险区所在的县、市、区、

旗的其他地区）旅居史但不能提供 3 天内 2 次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的； 

5) 辽宁省居民健康码（场所码）为红码或黄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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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确诊病例治愈出院、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后居家健康监测未满 7 天的； 

7) 已知的密切接触者未完成“7 天集中医学观察+3 天居

家健康监测”管理措施的；已知的“密接的密接”未

完成 7 天居家（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措施的； 

8) 自陆地边境口岸城市和有本地疫情发生的市（州、盟）

来返人员，不能提供入连前 48 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入

连后 48 小时内落地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 

9) 有发热、咳嗽等相关症状的； 

10) 现场测量体温异常（体温≥37.3℃)，现场发现有急

性呼吸道感染的； 

活动主承办方应在活动开始前（接受报名、定向邀请等

阶段），充分向参会对象告知以上健康筛查标准。 

（二）人员健康摸排 

所有外省来（返）大连人员，需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入大连，还要在入大连后 24 小时内进行 1 次核酸检

测，在入大连后每隔 48 小时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来大连前做好健康监测，同时确保无发热、咳嗽、乏力、

腹泻等症状。 

关于流行病史筛查 

若有如下情况，不允许参与本次会议： 

1. 参加人员及其共同居住的人员 7 天内有疫情中高风

险区或有病例报告社区的旅行史或居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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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7 天内具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区）或境内

新发病例所在地级市（区）旅居史、接触史的人员，未排除

感染风险者； 

3. 在 7 天内有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确诊病例或无症

状感染者）、疑似病例接触史； 

4. 在 7 天内接触过有流行病学史的发热或呼吸道症状

的患者； 

5. 有聚集性发病（在 7 天内在小范围如家庭、办公室等

场所，出现 2 例及以上发热或呼吸道症状的病例）的情况； 

6. 已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或已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 的无症状感染者，尚在随访或医学观察期内。 

关于健康监测 

所有参会人员自注册报名至会议结束期间，采取自查自

报方式进行健康监测，每天进行体温测量。一旦发现发热、

干咳、乏力、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腹泻、味觉和嗅觉

减退等疑似症状，及时就医排查。联系人：李戈 13898609992 

 

关于核酸检测 

1. 连外代表：持 48 小时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

连；抵大连报到入住前 24 小时内进行 1 次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阴性者方可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大会设有核酸检测点。 

2. 连内代表：有辽外旅居史人员，持 48 小时内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报到入住前 24 小时内进行 1 次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阴性者方可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大会设有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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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点。无连外旅居史人员，在连内全域低风险时期，提供

72 小时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如疫情防控形势发生变化，由疾控专家综合研判后调整

核酸检测相关要求。 

 

关于个人健康状况承诺书 

所有有连外旅居史的参会代表在会议报道前，需如实填

写个人健康状况承诺书，并由承办方收集整理后交会议场馆

方进行存档备查。 

四、防疫准备 

（一）物资准备。提前采购充足的独立包装医用口罩、

水银体温计（供复测使用）、3%过氧化氢消毒液、手消毒剂

（酒精）、洗手液(肥皂)、气溶胶喷雾器、消毒药械、测温仪、

快速手消毒剂等防控物资(储备用量不少于会期相应天数)。 

（三）设置多点位场所码、行程码检查点。根据会议规

模由场所提供防疫设备并用于设置会议动线上多点位场所

码、行程码检查点。所有入场人员需佩戴大会胸卡及口罩方

可进入。 

（四）场馆方面进行全面消杀。会议开始前一天进行一

次场馆的全面消杀，完善消毒记录，会议举办期间对场馆进

行日常清洁消毒，将新风开到最大，同时关闭回风，保障场

馆内空气清新。 

 

五、现场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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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现健康码异常及体温超过 37.3℃的应急处置 

第一步：现场人员让其留在原地不动，戴好口罩； 

第二步：疏散周边人群，保持 2 米以上间隔或启用专用

通道带至就近医学观察隔离点； 

第三步：登录口检查人员向值班员或场馆现场负责人报

告，并通知现场医务人，宋英茜 180 9887 2079； 

第四步：健康码异常、体温正常者，检查人员应积极劝

返。对体温异常的进行人工复测，有发热、咳嗽等疑似症状

的，及时通过应急处置通道转移至医学观察隔离点，经现场

医务人员初步核查后，安排专车送至发热门诊就诊排查； 

第五步：对疑似症状者经过或逗留区域进行彻底消毒。 

紧急联系人：李戈 13898609992。 
 

（二）巡查遇明显咳嗽等疑似症状应急处置 

第一步：由现场工作人员发现后，戴好口罩，进行安抚

后指引前往医学观察隔离点，过程中避免与参会代表以及其

它参会人员产生交集； 

第二步：向值班员或场馆现场负责人报告； 

第三步：立即组织工作人员及时送达或者接收至医学观

察隔离点并联系医务人员处置，转移期间应避免与疑似症状

者密切接触，并提醒无关人员回避； 

第四步：对疑似症状者经过或逗留区域进行彻底消毒； 

第五步：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对所有接触人员进行流行病

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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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现呕吐物、排泄物的应急处置 

第一步：疏散周边人群，加强通风； 

第二步：向值班员或场馆现场负责人报告； 

第三步：呕吐物、排泄物用一次性吸水材料加足量的

5000mg/L 84 消毒液（1:10）覆盖消毒、移除，再用 2000mg/L 

84 消毒液（1:25）消毒被呕吐物、排泄物污染的场地和物品

30 分钟； 

第四步：对该区域进行彻底消毒； 

第五步：对呕吐、排泄者进行排查，查明原因，对疑似

症状者采取隔离和医学处置。 

六、疫情处置要求 

（一）出现红、黄码人员 

1. 向值班员或场馆现场负责人报告，登记红、黄码人员

信息，引导其至医学观察隔离点。 

2 中山区防疫指挥部报告，并根据指挥部指导意见采取

措施。 

 

（二）体温异常及相关异常症状人员 

1．对体温异常的，进行人工复测；有发热、咳嗽等疑似

症状的，及时转移至医学观察隔离点。 

2．联系医务人员处置。转移期间，应避免与疑似症状者

密切接触，并提醒无关人员回避。 

3．暂时关闭该人员进馆通行通道，对疑似症状者经过或

逗留区域进行彻底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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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向值班员或场馆现场负责人报告，并向中山区防疫指

挥部汇报，根据指挥部指导意见采取措施。 

5．报告流程：通过主动排查发现体温异常及相关症状人

员，须立即将其相关信息报指挥中心，并同时报中山区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 

（三）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活动举办过程中，一旦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将立即

停止举办会议活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并组织实施。

同时立即将相关信息报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及卫健委，严防疫

情扩散。 

七、防疫宣传培训 

（一）加强会前宣传引导。会议举办前，多渠道发布会

议具体安排、参会须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等内容，及时向

参会人员进行提醒、预告，同时，将相关内容纳入会议宣传

资料，确保所有参会人员知晓防疫工作要求，积极配合疫情

防控工作。 

（二）加强会中宣传引导。在会场入口和场馆内，通过

海报、电子屏和宣传栏等，加强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宣传并设

置防疫警示标识，明确参会须知、疫情防控要求、临时隔离

区或医疗服务点的位置及联系方式，做好现场疫情防控宣传。

在停车区、报到区、过道、洗手间、茶歇区、洽谈区、场馆

及会议场所的外醒目位置张贴提示牌、地贴等。 

（三）加强工作人员培训。组委会秘书处、场馆单位、

接待酒店在会议举办前，对工作人员开展系统的防疫知识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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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内容包括健康申报和健康监测、会议场所出入通道、活

动议程、用餐安排、消毒用品使用、公共场所清洁、垃圾处

理、应急处置等，确保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能熟练掌握疫情防

控知识和技能，具有一定的及时应对疫情突发事件的能力。 

 

 

 

 

 

 

 

 

 

 

 

 

 

 

 

 

 

 

 

 



10 

 

个人健康状况承诺书  

姓名:    性别:男□ 女□   身份证号: 

住址: 联系方式： 

1*.近10天是否有境外或港澳台地区旅居史: 是□  否□, 

如有请注明国家(地区)   入境时间 : 年月日                 

2*.近 7 天是否有境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中高风险地区名单以会议、活动

开始当天的为准，请密切关注国内疫情变化和发生地区，详情可通过“国家政

务服务平台”小程序查询，或咨询属地疫情防控指挥部和疾控中心等专业机构): 

是□  否□ 

3*.近 7 天内有低风险区（中高风险区所在的县、市、区、旗的其他地区）旅

居史:是□否□ 。如是，是否有来连后有3天内2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是□

否□  

4*.近7天是否接触过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亲属、朋友:是□ 否□ 

5. 近7天是否接触过可疑病例及发热病人:是□否□ 

6. 近7天是否有家人、朋友发热或患肺炎等疾病:是□否□7*.本人或密切

接触的家庭成员是否被告知为新冠肺炎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者、

次密切接触者、一般接触者、潜在密切接触者、可能暴露重点人群(时空伴

随人员):是□否□8.是否全程接种新冠疫苗:是□否□9.近7天您本人是否有

如下症状（若无任何不适症状可不勾选） 

发热□咳嗽□寒战□鼻塞□流涕□咽痛□      头痛□ 

嗅(味)觉减退□   乏力□ 肌肉酸痛□  关节酸痛□胸闷□  

气促呼吸困难□结膜充血恶心□    呕吐□腹泻□ 腹痛□或有其他需要说明

的身体不适症状   无以上情况 □ 

10.辽宁省健康码 □绿色□黄色□红色 

本人承诺:如实填写上述内容,自觉履行疫情防控的法律法规义务,承

担相应的法律法规责任。 

填表人(签字):填写日期:年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