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排水系统   

垃圾收集和暂存 

   

    系统清洁和保洁消毒



总则01.



总则 

01.

1.0.2 在疫情防控期间，为防止因

使用不当等导致“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扩大，

机电系统的运行应以

，并应兼顾节能、环保的要求。

1.0.1 本指南旨在指导各地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防控期间 采取的措施。



总则

01.

1.0.4 办公建筑在“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期间运行管

理和应急处置采取的措施除应符合本指南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0.3 本指南适用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办公

建筑通风空调系统中采用

等应急措

施。



空调通风02.



通风空调系统

2.1

2.1.1办公建筑宜优先采取 ，

作为最有效的预防手段之一。

提高空气品质

稀释污染浓度

通风的好处

    根据办公建筑内不同的空调系统形式，宜
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



通风空调系统

2.1

辐射地板
吊顶辐射板

各类辐射末端设备              （用于冷热源集中的供暖空调系统）

风机盘管
（用于冷热源集中的空调系统）

室内机
（用于多联式式空调系统或者分

体空调机）

暖气片
（用于热水供暖系统）

空调房间内的常用冷热末端设备

    为确保新风能够有效送至各使用空调房间并使得

房间内的人员新风量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不同的空调

房间，应采取不同措施：



2.1.2

使用过程中宜保持一

定的外窗开度。 集中

新风空调系统应全部

投入正常运行；



2.1.2

通过房间门开启、

百页门、连通风管

甚至局部排风扇，

并通过集中排风系

统，保证房间排风

通路畅通。



2.1.2.1

×

×

√

热回收双向换气机
（纸芯） 送风口

回风口
末端新风

排风

1

交叉感染

热回收双向换气机
（转轮热回收）

送风口

回风口

末端新风

排风

2

交叉感染

送风口

回风口
末端新风

排风

热回收双向换气机
（金属芯）

3

传质纸芯：污染率6%~9%。

不可用，需改造

转轮：污染率10%~30%。

不可用，需改造

“非传质型”换热芯

可正常使用



2.1.2.2

在新风或排风侧，任选一侧增加旁通即可

-风阀



2.1.2.2

热回收双向换气机
（转轮热回收）

送风口

回风口

末端新风

排风

2

交叉感染

热回收双向换气机
（转轮热回收）

送风口

回风口

末端新风

排风

排风旁通管

-风阀

新风旁通管

在新风或排风侧，任选一侧增加旁通即可



2.1.2.2

① 除非特殊原因，建议在使用过程中，其 （或者在

房间门上设置一定面积的百叶），使得

② 对于使用上需要相对 （例如一些重要的会议室、保密工

作室等），则建议在该房间与走道的隔墙上 （排风扇风量

应小于该房间的新风量），或 （截面积宜大于

该房间的新风管）；

③ 楼层集中排风系统的总 该楼层的新风设计 ，

如果不满足，宜对排风系统进行适当的改造（可采取更换排风机等措施）。

（3）各办公房间都配置了集中新风系统但走道未设置集中排风系

统时，可参考上述第（2）条，合理增设机械排风系统并投入运行；

在采取有效措施并取得消防主管部门同意的前提下，也可以考虑

利用消防排烟系统来进行集中排风。



3 当 时（某些建筑的局部情况）

时，该风机盘管应 （或通过适当改造使其只为某

一个主要房间服务）；

4一旦建筑内发现 ，所有室内的对流型冷热

（风机盘管、室内机等）均宜 ；

2.1.2



1空调系统只负担一个房间时，目前可按设计正常运行；在

不严重影响室内温度的前提（建议室温不低于16℃~18℃，

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实验）下，也可以采用下列加大系统新

风量的措施：

2.1.3.1

（1）单风机系统：确保新风阀全开，并关小（或关闭）回风阀；

（2）双风机系统或者设有机械排风的单风机系统：在关小（或关闭）回风阀

的同时开大（或全开）新风阀和排风阀；

（3）夏热冬暖地区，节后上班至供冷系统开始运行之前，可完全关闭回风阀、

全新风运行；有条件时，应同时开启外窗。

新风 送风
回风

关小或全关风阀

全开风阀

空调机组
空调房间

适当开外窗

全关风阀 全开风阀部分开启风阀



2.1.3.1

各风阀开度大小，与需要的最低室温相关

全关风阀 全开风阀部分开启风阀



2对于 的地区、或空调系统 时，疫

情期间，该空调系统应

；

2.1.3.2

送风

新风

全关风阀

全开风阀

空调机组

开外窗

空调房间2空调房间2

开外窗

全关风阀 全开风阀部分开启风阀



2.1.2-5   2.1.3-3

新风机组

1 将送风温度
的控制设定值
提高（有完善
自动控制的项
目）

2 人工打开热
水管上的手动
调节阀。

热水

新风 送风

送风温度传感器

新风机组

T

手动调节阀

电动调节阀

空调机组

1 将回风温度或
室内温度的控制
设定值提高（有
完善自动控制的
项目）

2 人工打开热水
管上的手动调节
阀。

热水

回风 送风

回风温度传感器

空调机组

T

手动调节阀

电动调节阀

T

空调房间

室内温度传感器



1售餐窗口内外之间，应采取 （例如透明板等），将餐厅内就餐人

员与厨房加工人员（及售餐区内部）适当隔开，隔离高度1.3m ~2.0m（人的呼

吸区范围）；

2对于疫情严重的地区， ，并应防止餐厅的空气流向厨房；

此时，当厨房排油烟风机运行时应采取其他手段进行补风，例如另设机械补风

或通过开窗（或设置风道）引进室外的自然补风；

3对于部分餐厅中 、或 的小包间，如果无法

改造，则建议 ；

4 厨房的操作工作应符合相应的职业管理规定；疫情期间，单位员工的就餐方

式建议改为“份饭” ；大规模的 ，建议 。

2.1.4

0.7m

1.3m

透明隔
板

用餐人员 厨房

售
餐
台

厨房售餐时的防护措施



1为了尽量提高节后上班时建筑室内空气品质，新风空调系统、已

关闭回风阀的 和 （包括用消防排烟临时转为

排风的系统），可在

；但对于严寒和寒冷地区，需要注意运行的时间，保证

室内无人期间的室温不低于5℃~8℃；

2 （包括热

盘管和集中空调热水系统）； ，

但要保证室温不低于5℃~8℃；

3 ，确保这些房间

与人员正常停留区域的空气压差为负压；

4 ；疫情严

重地区，应 ；

5 。

2.1.5



空气处理与空调水系统

2.2

2.2.1 新风以及建筑的所有补风，均应直接从室外清

洁之处采取并通过风管接入空调机组之中。

2.2.2 在空调房间、空调送风系统以及空调机房内，

不应采取任何 的方式；在没有确切

依据或医疗专家意见的情况下，目前不宜在空调通风

系统中安装紫外灯。



空气处理与空调水系统

2.2

2.2.3 在条件允许时，对于有供热需求的建筑，将新

风机组和空调机组的热水供水温度尽可能提高，降低

因为采用加大新风带来的对室温的影响；对于有供冷

需求的建筑，则宜将冷水供水温度降至5℃~6℃。

2.2.4 上班时间段，室内空气净化装置应投入运行。



给排水系统03.



3.1.1 用水器具与排水系统的连接，必须通过水封阻

断下水管道内的污染气体进入室内。

排气扇

排
水
立
管

水平排水管

水封

排水系统的水封、存水弯、地漏

3.1



无水封有水封

有效水
封深度

3.1.2 物业管理者应组织排查和完善污水排水系统、

废水系统、建筑中水收集系统、空调凝结水收集系统

等所有排水点与管道系统连接的水封装置。

排水系统的水封、存水弯、地漏

3.1



无水封 接口不密封 无专用管件
水封深度无法保持

3.1.3 物业管理者应对器具排水是否具有水封进行逐

一排查确认，对于没有水封或水封不完整的、有漏水

现象的应登记，更换带有完整水封的排水管或将排水

器具封闭，漏水的应及时修理。封闭方法为用塑料布、

湿毛巾、胶带等完全覆盖封严。

排水系统的水封、存水弯、地漏

3.1



1 （台面）下部排水管；

2 下部排水管；

3 上层卫生间 排水管（通常在吊顶内）；

4 上层 排水管；

5 排水管；

6 必须配备水封，未设置水封的地漏，应将其封闭；

7 凝结水排水管；

8 设有 的卫生间，应检查确认浴缸排水水封，不能确

认的宜封闭堵严；

9 检查食 连接的水封装置；

10 其他 的排水管。

排水系统的水封、存水弯、地漏

3.1



3.1.4 发生排水系统返味，应立即排查原因。

排查的时候不

要忽略吊顶内

的、上一层的

排水管

对于有问题的

水封更换成专

用配件。

排水系统的水封、存水弯、地漏

3.1



1每天注水应 ；

2水封深度达到50mm的地漏每日注水 ；

3 水封深度未达到50mm的不符合规范要求的地漏注水次数应视情况增加注

水次数， ；

4用于淋浴排水的地漏应 ，减少水封损失；

5 坐便器每次冲水后若没有尾流 ，应更换水箱中的配

件，增加此功能，或每次冲水后人工加水；

6 使用频率较低的坐便器应注意每天检查、加水， ；

7洗手盆 ，以防止盆塞拔开放水形成自虹吸造成水封损失；如

果保洁清洗必须采用盆塞时，拔开盆塞放水后要用细水流把水封充满；

8暂不使用的卫生间，应 对各个器具的水封注水；

9单立管系统特别是塑料单立管系统，应注意观察坐

从水中上冒，如有，则在该楼层坐便器的水封中加注适量消毒液，每次

冲水后加注；

10清洁消毒后坐便器宜 减少水封蒸发。

3.1.5

有效水
封深度

有效水
封深度



3.1.6

1应检查供水泵房、

水箱间、换热站、

制冷机房、空调

机房等设有排水

点的设备机房的

地漏，

，待使用时打

开；

2应封闭堵严地下

非密闭式污水泵

井盖板井盖上的

检修小孔。

检修口

集水井检修口封闭

潜水泵

集水井

出水管
封闭



供水水质保障

3.2

3.2.1 应建立和执行供水水质定期检测制度。

3.2.2 正常情况下生活饮用水、管道直饮水、生活

集中热水，应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进行水

质检测。 。

3.2.3 水质检测应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进行，未及时检测的 。



供水水质保障

3.2

3.2.4 对出现水质不合格的用水系统，应对管道系统

进行 ，同时应立即排查污染原因。

3.2.5 应检查供水 消毒 的工作状态，确认其

工作正常。

3.2.6 下列重点部位应检测或清洗：

1 清洗 、空调系统 等；

2 冷却塔 ，适当 冷却塔 和 。



集中热水系统

3.3

3.3.1 集中热水系统，特别是采用 等作

为热源的系统（如食堂等），应采用 等措施，

杀灭管道系统的军团菌等。

3.3.2 高温消毒应保证最不利点水温 ，

。



集中热水系统

3.3

3.3.3 管道系统上宜设置银离子、光催化氧化消毒器



中水处理站

3.4

3.4.1 使用市政再生水作为建筑中水水源的建筑，在

疫情期间应 ，以自来水替代。

3.4.2 对采用生化处理工艺的中水处理站，

。擦拭可采用250mg/L有效氯的含氯

或含溴消毒剂，喷洒采用过氧乙酸或过氧化氢，有条

件的应附加采用紫外线灯照射。

3.4.3 根据疫情变化对中

。必要时应关闭中水处理系统，以自来水替代。



系统维护

3.5

3.5.1 应保持污水系统 ，便于污浊气体

向大气扩散。

3.5.2 坐便器坐圈应配置 。

3.5.5 楼内卫生管理员，应对 的清洁

情况（包括排泄物的残留情况）进行检查，并及时处理。

清洁与检查频次不宜少于1次/2h，不应少于（2~4）次/d。

3.5.3 周边应定期喷洒过氧乙酸或过

氧化氢进行消毒，有条件的附加采用紫外线灯照射。

3.5.4 洗车点等潮湿空间应做好通风， 。



04.
系统清洁和

保洁消毒



系统清洁

4.1

4.1.1 疫情防控期间，应对下列 部分

加强巡查，并及时清洁：

1 核查 的位置、风口形式、风口面积、

安装高度等是否符合原设计的要求，不符合时应进行

改造；定期检查取风口附近是否存在杂物及污物积存

的情况并及时处理；

2 新风取风口与排风口、排水通气管距离较近

，应根据情况 ；

3 应定期对建筑内的各区域（尤其是

）进行巡查，及时处理围护结构漏水、室内积水、

污物积存、建筑或构件生霉等非正常情况。



系统清洁

4.1

4.1.2 采用湿膜加湿的空调机组，

上是否存在杂质积存的情况，必要时清洗或更换。

4.1.3 风机盘管、分体空调室内机的

，应每（1~2）月进行一次清洁；设置于空调

机房内的空调机组（包括新风空调机组）的

，应每月检查一次安装密封的情况、且每个月至少

清洁一次，无法清洁的，应及时更换。疫情严重地区，

检查、清洁（或更换）频率应增加。



系统清洁

4.1

4.1.4 过滤器的清洁（清洗）或更换，应

进行；如果需要从空调机房拿出清洗（或

更换、销毁等），应封装在 之后，方可带

出；严禁在建筑内的 （包括公共卫生间）

内进行 。清洗和更换之后重新安装时，应确保其

密封要求。

4.1.5 空调机组的 应按照运行管理规范的要

求进行 。

4.1.6 定期检查双向式热回收机组的

，必要时对新风侧采取

等防结露措施或更换热回收设备。



保洁消毒

4.2

4.2.1 物业管理者应按国家和政府防疫指导部门要求，

根据所在地疫情变化决定采用预防性消毒或疫源地消

毒，并应及时了解 。

4.2.2 消毒方式与消毒剂应 ，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于空气消毒宜采用过氧乙酸、过氧化氢、二氧化

氯；

2 用于物体表面消毒，宜采用含氯类或溴类的消毒剂；

3 与皮肤接触的，宜采用酒精、异丙醇、洗必泰醇、

碘伏等；

4 消毒剂的浓度配比、不同消毒剂的有效接触时间应

符合产品说明书要求。



保洁消毒

4.2

4.2.3 对于人员不经常停留、通风换气不良的场所

（例如 等），可

采取设置紫外灯方式消毒。

4.2.4 工作时，应 。卫生间、

走廊、开水间等不同区域使用的清洁用具如拖把、抹

布、保洁手套等不应混用。



保洁消毒

4.2

（1）旋转门、直拉门、自动开启门、门框、门把手、窗、

窗框、窗台表面、楼梯或平台扶手；

（2）卫生间坐便器表面，小便器表面，洗脸盆化妆台化妆

镜；

（3）电梯按钮；

（4）灯开关、空调开关、洗手盆、坐便器水箱按钮、非自

动开启的水龙头等。

4.2.5 下列空间应 。可采用250mg/L

有效氯的含氯消毒液（如84消毒液）或含溴消毒剂擦

拭消毒，清洁与检查频次不宜少于1次/2h，不应少于

（2~4）次/d。

1.公共空间中可能 ：



保洁消毒

4.2

2. ，如大理石、釉

面地砖、水磨石、水泥地面，地毯（干式、湿洗、蒸

汽清洁），玻璃、镜子、金属面、木墙裙、木墙面、

金属饰板墙面，墙纸内墙、通风口、灯饰等应在保洁

操作规程中适当增加消毒环节；

3. ：

（1）抹布在清洗干净后，采用250mg/L有效氯的含氯

消毒液浸泡30min，冲净消毒液，干燥备用；

（2）拖布在清洗干净后，采用500mg/L有效氯的含氯

消毒液浸泡30min，冲净消毒液，干燥备用；

4.建筑内设有 时，可采用

（不运行电梯）的方式。



05.
垃圾收集

和暂存



垃圾收集和暂存

5

5.0.1 应制定并执行污染物排放管理制度文件、垃圾

管理制度、垃圾分类收集管理制度，并由专业人员管

理。疫情期间运管应格外予以重视，及时

。厨余垃圾和办公楼固体废弃物、医务

室垃圾等应按垃圾分类标准进行分类收集、暂存。

5.0.2 应根据所在地疫情发展情况，分级制定管理预

案。

5.0.3 应制定垃圾收集和暂存操作规程，包括操作人

员自身防护要求。



垃圾收集和暂存

5

5.0.4 垃圾站（间）等暂存场所应设有冲洗和排水设

施， 。完善

垃圾站（间）定期清洗、消杀记录和垃圾清运记录。

5.0.5 收纳容器设置数量、质量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分类容器应具有便于识别的标识。

5.0.6 临时存放的垃圾应及时清运、不散发臭味。运

输时垃圾不散落、不污染环境。

5.0.7 在办公楼醒目位置 ，并定

期进行消毒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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