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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珠海市港口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珠海市港口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珠海市万山区港务有限公司、珠海九洲港客运服务有限公司、珠海市九洲邮轮有

限公司、珠海市横琴岛顺达运输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现军、徐建毛、李双红、吴裕晓、戴剑龙。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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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客运站新冠疫情期间消毒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港口客运站消毒的基本要求、消毒剂选择与配制、防护操作及消毒操作。 

本文件适用于港口客运站新冠疫情期间的消毒操作与管理，港口客运站日常消毒操作与管理可参

照本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6366-2010 二氧化氯消毒剂卫生标准 

GB 26373-2010 乙醇消毒剂卫生标准 

GB 27948-2011 空气消毒剂卫生要求 

GB 27950-2011 手消毒剂卫生要求 

GB 27951-2011 皮肤消毒剂卫生要求 

GB 27952-2011 普通物体表面消毒剂的卫生要求 

GB 27953-2011 疫源地消毒剂卫生要求 

WS/T 396-2012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通风消毒规范 

WS/T 466-2014 消毒专业名词术语 

WS 695-2020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共交通工具消毒与个人防护技术要求 

WS/T 774-2021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现场消毒评价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港口客运站 

办理水路客运业务，为乘船旅客提供服务的建筑和设施。 

 

应急响应等级 

依据突发公共事件性质、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涉及范围，对可能发生和可

以预警的突发公共事件进行预警时的预警级别，分为一级（特别重大）、二级（重大）、三级（较大）

和四级（一般）四个级别。 

 

分级分类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展情况，由属地疫情防控指挥部（卫生健康部门）确定级别，分为低风险

地区、中风险地区、高风险地区等三个级别。 

 

消毒 

消除或杀灭传播媒介上的病原微生物，使其达到无害化的处理。 

 

预防性消毒 

在没有明确的传染源存在时，对可能受到病原微生物污染的场所和物品进行的消毒。 

 

随时消毒 

有传染源存在时，对其排出的病原体可能污染的环境和物品及时进行的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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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末消毒 

传染源离开疫源地后进行的彻底消毒。 

 

疫源地消毒 

对疫源地内污染的环境和物品的消毒。疫源地是传染源排出的病原微生物所能波及的范围。 

 

消毒剂 

采用一种或多种化学或生物的杀微生物因子制成的用于消毒的制剂。 

 

消毒液 

按规定比例和方法配置完成可直接用于消毒使用的消毒液体。 

 

有效氯 

是衡量含氯消毒剂氧化能力的标志，是指与含氯消毒剂氧化能力相当的氯量（非指消毒剂所含氯

量），其含量用 mg/L或%浓度表示（有效碘及有效溴的定义和表示方法与有效氯对应）。 

 

涉疫情航班 

船舶报告载有来自政府发布信息的疫情中、高风险的国家或地区的人员、疑似或确诊新冠肺炎患者

的进出港航班。 

 

消杀人员 

负责进行消毒处理的人员，或经培训合格的其他兼职人员。 

 

码头作业人员 

从事码头船舶泊位调度、售检票、服务等的工作人员。 

 

监督人员 

负责消杀人员的消毒操作过程、效果进行监督评价的人员。 

4 基本要求 

场所分区与划分 

港口客运站应根据人员密集程度、旅客接触频次、接触风险程度，将服务场所分为三类，一类区域、

二类区域、三类区域，相应分类按表1规定。 

表1 场所分区与划分表 

一类区域 
乘客及行包安检设备、自动售取票设备、饮水机（热水器）、候船厅（售票厅）

座椅、无障碍设施设备、各类扶手、登船设施等。 

二类区域 

封闭环境的进站口、售票窗口、码头前沿（停船泊位）、检票口（检票闸机）、

候船厅、公共卫生间、行包托运处、综合服务处（咨询台）、站内餐厅、商店、

临时留置室、休息室、调度室、出站检查室等。 

三类区域 上述未提及的其他旅客可接触的室外区域及附属设施。 

疫情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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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应急响应等级以及地方疫情防控指挥部（卫生健康、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行业主管部门按

照分级分类的要求确定级别。 

消毒频次 

应根据疫情研判结果，按照交通运输部最新版的《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

防控指南》的要求以及规定频次、时间间隔消毒。 

监督检查 

三级监督机制，监督人员应对消杀人员使用配置的消毒剂、所用防护装备、消毒频次和对象、消毒

作用时间和区域、消毒剂使用量进行现场监督；所在作业部门当天值班领导应根据消毒过程记录表逐项

确认，并签字；所在单位疫情防控部门至少每月对消毒工作开展一次抽查，并检查工作台账。 

管理评价 

每月码头业务会议应将消毒管理纳入议事讨论范围，对消毒过程监督检查情况进行通报，及时根据

最新要求调整消毒剂、频次等。 

5 消毒剂选择与配置 

消毒剂选择 

5.1.1 使用的消毒产品应符合《消毒管理办法》、《消毒技术规范》规定要求，并在产品有效期内按

照说明书规定的方法使用。 

5.1.2 消毒剂应根据疫情防控指挥部门（卫生健康、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引，依据《消毒剂使用

指南》选择消毒剂。 

消毒剂储存与配制 

5.2.1 消毒剂的储存与配制,应按产品使用说明书要求进行。 

5.2.2 消毒器具按附录 A 的规定，配置方法按附录 C的规定。 

6 防护操作 

人员防护 

6.1.1 消杀人员工作期间个人防护 

6.1.1.1 疫情期间，工作人员应按工作要求，穿工作服，佩戴口罩、手套等。 

6.1.1.2 应做好每日自我健康监测，确保在岗期间身体状况良好。当身体不适时，应立即报告所在单

位，并及时就医。 

6.1.1.3 应加强手部卫生。有可见污染物时，应用洗手液（或肥皂）在流动水下按“六步洗手法”清

洗双手；无可见污染物时，可用洗手液（或肥皂）在流动水下按“六步洗手法”清洗双手，或用速干手

消毒剂（或其他有效的手消毒剂）揉搓双手。 

6.1.1.4 负责日常清洁消毒的工作人员，在配制和使用消毒剂时还应做好相应化学消毒剂的个人防护

工作。 

6.1.1.5 当有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出现时，应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个人防

护。 

6.1.2 码头作业人员个人防护 

按照6.1.1的其他要求做好个人防护，具体防护用品及防护措施按附录A的规定。 

其他防护 

应灵活使用喷洒、擦拭等方式消毒，避免电梯、电线、设施设备短路，应提前注意易锈蚀部位，防

范次生灾害。 

防护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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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附录A的规定。 

7 消毒操作 

操作流程 

7.1.1 常规性消毒 

当客运站场无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或者发现来自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涉疫

情航班到港转移人员）时，应采用预防性消毒。 

7.1.1.1 消毒液使用应符合以下规定： 

a) 84消毒液(有效氯 5%)按消毒液和水 1:100稀释后即为有效氯 500mg/L，或市售消毒粉(有效氯

含量 12%～13%，每包 20g)每 1包配 5L水即为有效氯 500mg/L； 

b) 75%乙醇消毒液可直接使用（避免直接喷洒于电器设备及明火区域）； 

c) 日常家居类消毒剂和其他消毒剂，应按产品标识以杀灭肠道致病菌的浓度进行配制和使用； 

d) 根据码头实际消毒区域及设备情况按附录 C选定合适消毒剂。 

7.1.1.2 消毒频次按照最新版《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指南》要求执行。 

7.1.1.3 消毒时应保持站场通风，并按消毒频次时间，使用符合标准的消毒液，用抹布擦拭或喷壶喷

洒相关区域和设施。 

7.1.1.4 消毒顺序按一类区域——二类区域——三类区域顺序执行消毒流程。 

7.1.2 特殊性消毒 

当有客运站场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或者发现来自中高风险地区人员

（涉疫情航班到港转移人员）时，应配合当地疫情防控机构按照“最短路径、最小影响”转移上述人员，

明确区分转移路线区及非转移路线区，消毒人员根据既定的动线做两次预防性消毒，必要时按照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部门的要求，配合开展终末消毒。如有必要，应根据相关工作指引配合

疫情防控指挥部门（卫生健康、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疫源地消毒。 

7.1.2.1 消毒液使用应符合以下规定： 

a) 84消毒液(有效氯 5%)按消毒液和水 1:100稀释后即为有效氯 500mg/L，或市售消毒粉(有效氯

含量 12%～13%，每包 20g)每 1包配 5L水即为有效氯 500mg/L； 

b) 75%乙醇消毒液可直接使用（避免直接喷洒于电器设备及明火区域）； 

c) 日常家居类消毒剂和其他消毒剂，应按产品标识以杀灭肠道致病菌的浓度进行配制和使用； 

d) 根据码头实际消毒区域及设备情况按附录 C选定合适消毒剂。 

7.1.2.2 完成转移路线区第一次消毒后，每隔 1 至 2 小时进行二次消毒，保证对涉及区域至少消毒 2

次以上（含 2次）。 

7.1.2.3 消毒方法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在当地疫情防控机构专业人员转移上述人员前，任何人员不得靠近转移区域，并设置相应警示

牌； 

b) 上述人员转移后，消毒人员应穿好完整防护设备（包含但不限于一次性防护隔离衣、口罩、手

套、面屏等）穿戴前应检查防护设备是否完好、功能是否具备； 

c) 对上述人员所经及停留位置做整体消毒，包含但不限于上述人员途经的通道、隔离室、接触过

的物品，均应进行消毒液喷洒及擦拭，并做好现场通风工作，并对上述区域做好禁止通行等安

全警示工作； 

d) 消毒人员每次进行消毒后，所使用的防护设备应进行集中处理，避免二次污染，并使用 75%浓

度酒精及稀释消毒液进行全身喷洒，并时刻留意身体情况，如出现不适应立即向主管部门负责

人通报。 

7.1.2.4 消毒顺序应按转移路线区顺序进行消毒流程，原则上为转移始发点（隔离点）——转移通道

——转移终点的顺序进行。 

检查与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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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人员应分两个等级（卫生级、消毒级）对客运站场消毒区域及设施做相关检查，其中卫生级应

做到整洁卫生、无尘、无碎屑、无异味等，消毒级应做到整洁卫生、无污垢、无污渍、无异味。 

标识与记录 

正在消毒的场所应清空人员并封闭场所，消毒人员应对消毒区域拉警戒线或放置“消毒中”的警示

牌等提示其他人员不要进入。消毒完毕后,监督人员应按要求填写消毒过程记录表，表格样式按附录B的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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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A.1 物资设备配备 

按表 A.1、A.2的规定。  

表 A.1 
A  

配备类别 分项 配置品类 

防护物资设备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医用外科口罩 

医用防护口罩 

KN95/N95 口罩 

一次性工作帽 

乳胶/丁腈手套 

长袖手套 

护目镜 

防护面屏 

一次性防护服 

靴套/鞋套 

防水靴 

正压式呼吸防护用品 

环境消毒物资设备 

环境消毒 

含氯消毒剂 

消毒湿巾 

75%医用酒精 

季铵盐类消毒剂 

过氧乙酸消毒剂 

手卫生用品 

速干手消毒剂 

0.5%碘伏 

洗手液或肥皂 

消毒设备 

普通喷雾器 

气溶胶喷雾器 

紫外线灯车/管 

环境消毒物资设备 垃圾处置物资 

医疗垃圾袋 

（脚踏式）医疗垃圾桶 

危险废物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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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防护用品使用 

人员类别 风险 

一次性使用

医用口罩 

或医用外科

口 罩 

KN95/N95 

医用防护口

罩 

护目镜 
一次性防护

服 

一次性医用 

橡胶手套 
一次性鞋套 

一次性条形

帽 
口罩 防护面屏 

清洁消毒

人员 

低 √   √  √  √ 

高  √  √ √ √ √ √ 

应急处置人员   √ √ √ √ √ √ 

注：“√”表示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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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消毒过程记录表 

B.1 预防性消毒 

按表B.1的规定。  

表 B.1 预防性消毒过程记录表 

编号： 

消毒地点： 

消毒环境温度： 

消毒产品/器械名称： 

主要有效成分/杀菌因子及其含量（强度）： 

有效日期（开瓶日期）： 

现用现配（是/否）： 

消毒人员所用手消毒剂（开瓶日期）： 

消毒人员所用防护装备： 

配制 

日期 

消毒 

日期 

消毒起 

止时间 

作用浓度 

或强度 

作用 

时间 

消毒 

方式 

使用 

总量 

消毒区域 

（一、二、三类） 

        

        

        

        

执行消毒单位（部门）： 

执行消毒人员： 

记录人： 记录日期和时间： 

  



T/ZHPA 3—2021 

11 

B.2 终末消毒 

按表B.2的规定。        

表B.2 终末消毒过程记录表 

编号： 

通知消毒单位： 消毒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染病名称： 确诊日期： 

通知消毒日期： 完成消毒日期： 

消毒工作开始时间： 消毒工作完成时间： 

消毒环境温度： 消毒面积/件数： 

消毒剂/器械名称： 

有效日期： 

现用现配（是/否）： 

消毒人员所用手消毒剂（开瓶日期）： 

消毒人员所用防护装备： 

配制 

日期 

作用浓度 

或强度 

作用 

时间 

消毒 

方式 

使用 

总量 

消毒区域 

（一、二、三类） 

      

      

      

      

执行消毒单位（部门）： 

执行消毒人员： 

记录人： 记录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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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随时消毒 

按表B.3的规定。        

表B.3 随时消毒过程记录表 

编号： 

消毒地点： 

消毒剂/器械名称： 

主要有效成分/杀菌因子及含量（强度）： 

有效日期： 

现用现配（是/否）： 

消毒人员所用手消毒剂（开瓶日期）： 

消毒人员所用防护装备： 

配制 

日期 
消毒日期和时间 作用浓度或强度 

作用 

时间 

消毒 

方式 

使用 

总量 

消毒区域 

（一、二、三类） 

       

       

       

       

执行消毒单位（部门）： 

执行消毒人员： 

记录人： 记录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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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C.1 物体表面常用消毒剂 

在进行预防性消毒现场使用时,应根据现场使用条件和消毒对象的特性,选择相应的消毒剂种类,按

下表推荐的方式与剂量进行消毒处理(表C.1)。[GB 27952-2011,附录A] 

表C.1 物体表面常用消毒剂的使用剂量与使用方式 

消毒剂 

类别 

清洁条件下 污染条件下 

使用方式 
有效成分浓度 

作用时间 

min 
有效成分浓度 

作用时间 

min 

含氯类 100mg/L-250mg/L 30 400mg/L-500mg/L 30 
擦拭 、浸泡 、喷

洒 

二氧化氯 50mg/L-100mg/L 10-15 100mg/L-200mg/L 15-30 
擦拭 、浸泡 、喷

洒 

过氧乙酸 50mg/L-100mg/L 5-10 100mg/L-200mg/L 15-30 浸泡 、喷洒 

含澳类 200mg/L-400mg/L 10-20 500mg/L-1000mg/L 15-30 
擦拭 、浸泡 、喷

洒 

季镀盐类 

200mg/L-1000mg/L 5-10 400mg/L-1200mg/L 5-20 
擦拭 、浸泡 、冲

洗 

800mg/L-1200mg/L 5-10 1000mg/L-2000mg/L 10-30 喷雾 

酸性氧化电位

水 
50mg/L-100mg/L 10-15 - - 冲洗 、浸泡 

臭氧水 5mg/L-10mg/L 10-15 - - 冲洗 、浸泡 

甲盼 0.5%-1.0% 5-10 - - 
擦拭 、浸泡 、喷

洒 

对氯间二苯盼 1%-2% 5-10 2%-3% 15-30 
擦拭 、浸泡 、喷

洒 

三氯短基二苯

磁 
2.0% 1530 - - 

擦拭 、浸泡 、喷

洒 

乙蹲 70%-80% 3 - - 擦拭 、喷洒 

过氧化氢 3%-4% 5-10 - - 擦拭 、喷洒 

注 ：-表示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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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常用消毒剂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C.2.1 手消毒剂 

多为含酒精、过氧化氢或复配成分的免洗消毒剂，取适量的手消毒剂于手心，双手互搓使均匀涂布

每个部位,作用时间1分钟。 

C.2.2 75%乙醇 

常见酒精有75%和95%两种浓度，75%的酒精可用于消毒，95%的酒精可用于清洁镜头等，消毒效果不

如75%的酒精。75%的酒精可用于皮肤消毒，因有较强的刺激性，不可用于黏膜和大创面的消毒，可直接

使用不再稀释。 

C.2.3 碘伏 

药店购买的碘伏一般为5g/L（W/V），可直接用于皮肤、粘膜的消毒。 

C.2.4 84消毒剂 

84消毒剂是常见的含氯消毒剂，有效成分为次氯酸钠。可用于一般物体表面、织物、血液、排泄物

等的消毒。浓度为250mg/L－500mg/L的84消毒剂，可用来对桌面、台面等一般物体表面进行擦拭，也可

用来拖地或者浸泡织物。以浓度为5%（±1%）的84消毒剂为例，可用普通矿泉水瓶（500ml）取2升水（4

瓶），倒入作业器皿中，再加入2满盖（约16ml）84消毒液，有刻度容器的使用刻度容器量取液体会更

准确，适当搅拌均匀，即可用毛巾或抹布浸湿后擦拭台面或浸泡物品，作用30分钟以后，台面可再用清

水擦拭。 

消毒可能被血液或排泄物污染的部位时，可使用20000mg/L的84消毒剂直接覆盖或者浸泡。配置时

以浓度为5%（±1%）的84消毒剂为例，可用普通矿泉水瓶（500ml）取1.5L水（3瓶），倒入作业器皿中，

再加入1瓶84消毒液，混匀后使用。 

C.2.5 过氧化氢消毒剂（双氧水） 

日常消毒用的过氧化氢消毒剂为医用双氧水，医用双氧水可杀灭肠道致病菌、化脓性球菌，致病酵

母菌，一般用于物体表面消毒。双氧水具有氧化作用，常用浓度为3%，擦拭到创伤面，会有灼烧感、表

面被氧化成白色并冒气泡，用纯净水清洗一下可缓解灼烧感。 

特别提醒：配制好的消毒液不可再与其他消毒或清洁用品（比如酒精、洁厕灵等）混用，这样既不

能增强功效，更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毒副作用。含氯消毒剂有皮肤黏膜刺激性，配置和使用时应戴口罩和

手套。乙醇消毒液的使用应远离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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