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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活动疫情防控消毒技术指南》解读 

 

摘要：随着全球传染病疫情的不断演变和复杂化，大型

活动的疫情防控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消毒作为疫情防控的关

键环节之一，其科学、有序、高效的实施对于预防和控制疾

病的传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型活动疫情防控消毒技

术指南》可为活动组织方和相关部门提供明确的操作指南和

参考依据。为活动的举办提供有力的公共卫生技术保障和规

范指导。确保大型活动的消毒工作更加规范、科学、有效，

为活动的安全、有序进行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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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背景 

在人类历史上,传染病给人们造成过巨大损害和灾难。

例如，2009 我国内地 31 个省份共报告甲型 H1N1 确诊病例

120940 例
[1]
。；截止 2023 年 4 月底,全球累计新冠感染病例

超过 7.65 亿,死亡超过 690 万人
[2]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病

毒不断变异也导致新发突发传染病持续增加，自上世纪后期

以来，人们实际上生活在“新传染病不断出现,旧传染病死

灰复燃”的时代,毋容置疑传染病依然是一个主要的公共卫

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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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传染病疫情频发，对人们的正常生活、经济发展

和文化需求影响极大，人们面临控制疫情与发展的双重挑战。

面对疫情不可能停止全部活动，而活动时也不应不采取措施，

截至 2023 年 12 月 21 日，仅在北京市体育赛事活动信息管

理平台上公示的体育赛事活动就达 875 项次
[3]
。对各类活动

开展特别是保障大型活动的举行时，防控或降低传染病疫情

的影响，科学实施公共卫生综合干预尤为重要。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的防控实践，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 

大型活动具有人员来源广泛、人群密集、部分场所环境

密闭，在病原活跃时极易造成传染病传播而对公众健康严重

影响
[4-10]

。为应对大型活动的具体特点，以保证公众身心安全，

已出台了相关大型活动标准法规有《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

理条例》
[11]

、GB 33170.1-2016《大型活动安全要求》（）
[12]
、

《大型活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保障应对措施》
[13]

、《我国大型

群众性活动应急预案》
[14]

等，涵盖场所、交通、食安多方面。 

虽然消毒技术方面颁布了包括《消毒技术规范》（2002

年版）
[15]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GB 15982-2012
[16]
，几十部

标准，但从事消毒工作的基层疾控以及第三方消毒机构人员，

多处呼吁编制大型活动的消毒技术手册，为方便在大型活动

各场景下具体操作时使用，为之用时近一年编制了《大型活

动疫情防控消毒技术指南》。该指南为大型活动系列标准填

补了一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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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定意义 

及时制定和执行科学合理的消毒措施将对疫情防控产

生深远影响。使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更加深入地了解疫情防

控的重要性，从而更加积极地参与和支持消毒工作，共同维

护活动现场的安全和健康。有效地降低疫情传播的风险，保

护公众的健康和安全。最大限度地预防、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指导消毒技术实施。对人群生命财产安全、社会经济稳定构

成重大威胁最大程度控制群体活动后的传播。 

三、制定目的 

目前国家已经出台多种消毒方面的国家标准及卫生规

范
[17-24]

，针对特定场所、独特场地、不同场景等特殊情况的技

术指南可以更加具体和有针对性地为活动主办单位和属地

科学、有序、高效地开展科学消毒提供政策依据和技术指导，

避免过度消毒，盲目消毒带来的人体健康损害和环境污染等

问题。有利于指导从业人员合理使用消毒剂及消毒产品、合

理安排消毒频次、特殊场地的处理等，确保消毒工作的全面

性和专业性。科学有效的消毒能有效切断可能存在的传染源

通过环境或物品等介质的再次传播，防止呼吸道传染病的扩

散，提高操作效率、降低风险的同时，确保大型活动卫生安

全，为活动组织者和从业人员提供更加明确和实用的指导
[25]

。

对公共场所进行公共卫生干预，提供技术指导和操作指导性

文件。 



4 

 

四、适用范围  

《指南》规定了大型活动环境和物品消毒工作相关操作

要求，包括预防性消毒、随时消毒和终末消毒等不同场景下

的消毒措施，统筹兼顾人员类别、场馆场地、活动规模，适

用于学术交流及会议活动、赛事活动、庆典及文艺演出、展

会活动及社会性考试场所（场馆）等大型活动，其他中小型

活动的环境消毒也适用。最大限度地预防、降低疫情传播风

险，指导消毒技术实施。 

养老院、监所及托幼机构等环境相对封闭的机构可结合

指南相关要求，根据疫情发生的情况规范开展预防性消毒工

作，最大限度地降低疫情传播风险，保障人员身体健康。 

五、制定过程 

本《指南》制定前，通过召开专家座谈会及前往广东、

上海、北京等多地会议场馆及体育赛事基地开展工作调研等

形式，深入了解在展会和赛事等活动过程中采用的消毒方法

及使用的消毒器械和消毒药品存在的问题，广泛征求基层从

业人员在实际消毒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同时，根据不同场景

的实际情况和操作需求进行编写，以保持指南的时效性和适

用性。在制定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并大量收集广东，上海等

多地对各类场馆及物品的消毒操作方法进行参考。初稿形成

后组织开展指南修改及意见征求，收集基层单位反馈和建议，

并根据反馈意见组织江苏、天津、新疆等地专家进行定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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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会，将所收集的修改意见逐一进行论证，接受了 30 余条修

改建议，最终形成终稿。  

六、实施重点  

1.根据指南要求，科学制定活动消毒实施方案，做好消

毒现场指导，重点做好大型活动举办区域、场所及酒店住宿

等涉大型活动区域的预防性消毒和应急消毒。 

2.在发生不同级别的疫情，下可根据场馆场地、活动规

模和重要性，及所需达到的消毒效果要求，调整消毒因子的

作用浓度、作用时间和消毒频次。按照一事一案，分类实施

差异化防控，有序提升保障级别。 

3.在消毒过程中应根据传染病风险等级和消毒要求，科

学合理消毒，防止过度消毒，不可对室外环境开展大规模消

毒，也不能直接对人员进行消毒，不可在有人条件下使用化

学消毒剂对空气进行消毒。 

4.为杜绝卫生间内异味，应保持厕具内外清洁，可采用

监测仪器对卫生间内空气进行动态监测，以保正各项指标符

合 GB/T1721-2021《公共厕所卫生规范》
[20]

。遇到有异味时

应加强消毒频次，以消除有害气体带来的不适。 

5.主办、承办方按照指南要求，梳理疫情防控保障物资

和装备储备，做好大型活动所需各项物资的配备。组织相关

工作人员、保障人员、志愿者等接受疾控机构等部门的专业

指导和培训，强化疫情防控意识和消毒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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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无自然通风与通风不良的室内密闭空间建议选择符

合规定的空气消毒机或空气净化器（紫外，等离子等）对室

内空气进行消毒。 

7.工作人员要了解各种消毒剂及消毒器械的使用方法

和注意事项，正确实施消毒措施。消毒时注意个人防护，避

免过度消毒引起人体健康损害和环境污染。 

由此，制定大型活动疫情防控消毒技术指南可以更好地

指导活动组织方和相关部门科学有效的对活动场所及物品

进行消毒，从而预防和控制病毒的传播，保护参与者的健康

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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