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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安政办发〔2009〕116 号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安康市传染病防治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安康市传染病防治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市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九日 

 

主题词：传染病  防治  办法  通知               

 抄送：市委各工作部门，市纪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 

    室，市政协办公室，安康军分区。 

    市中级法院、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中、省驻安各单位。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9 年 12 月 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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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印 60 份  

安康市传染病防治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为了切实加强我市传染病防治工作，规范传染病管

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

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以下简称

《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各级政府要将传染

病防治目标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并组织有关部门共同实施。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实施统一

监督管理。 

（一）对传染病的预防、治疗、监测、控制和疫情管理措施

进行监督检查； 

（二）制订传染病防治规划并监督实施； 

（三）责令被检查单位和个人限期改进传染病防治工作；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监督管理事项。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市、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按照管辖范围承担本地

传染病监测管理。中省驻安大型企业（厂矿）的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承担本系统传染病监测管理工作，并接受市卫生行政部门指定

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业务指导。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按照传

染病防治属地管理的原则，承担相应传染病防治管理的责任和任

务。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各级政府应当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公共卫生设施，组

织有关部门开展传染病预防知识和防治措施的卫生健康教育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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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卫生活动。按照城市环境卫生设施标准修建公共厕所、垃圾粪

便的无害化处理场和污水、雨水排放处理系统等公共卫生设施。 

农村应当逐步改造厕所，对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加强对公

共生活用水的卫生管理，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度。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集中式供水必须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各单位自备水源，未经城市建设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不得

与城镇集中式供水系统连接。 

饮用水水源附近禁止有污水池、粪堆（坑）等污染源。禁止

在饮用水水源附近洗刷便器和运输粪便的工具。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实行有计划的预防接种制度。安康市内所有居民（含

流动人口）均应按照有关规定接受预防接种。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国家免疫规划项目的预

防接种实行免费。 

婴儿出生后，其家长或者监护人应当在 30 日内到居住地预防

接种单位办理预防接种证，并按规定进行预防接种。 

托幼机构、学校在办理入托、入学、入园手续时，应当查验

预防接种证，未按规定接种的儿童应当及时补种。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的预防保健组织或者人员，

在本单位及责任地段内承担下列工作： 

（一）传染病疫情报告和管理； 

（二）传染病预防和控制工作； 

（三）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交付的传染病防治和监测任务。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医疗保健机构必须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

规定，完善和落实各项感染控制措施，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

防止医院内感染和医源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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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预防医院内感染组织，健全消毒、隔离制度； 

（二）综合性医院应分设肠道传染病或传染病门诊，传染病病

人与普通病人不得混住同一病区； 

（三）进入人体组织或无菌器官的医疗用品必须达到灭菌，各

种注射、穿刺、采血器具等必须一人一用一灭菌； 

（四）凡接触皮肤、粘膜的器具和用品必须按卫生要求消毒； 

（五）诊室、病室、供应室、手术室、制剂室、化验室、婴儿

室、分娩室、烧伤病室、监护室等，必须按规定定期进行室内微

生物学监测，达到国家有关卫生标准； 

（六）一次性医疗用品，用后不得再重复使用，并及时销毁处

理，记录备案； 

（七）化验室采集的血、尿、痰、便等检验样品，必须经严格

消毒后方可废弃。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对患有下列传染病的病人或者病原携带者予以必

要的隔离治疗，直至医疗保健机构证明其不具有传染性时，方可

恢复工作： 

（一）鼠疫、霍乱； 

（二）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毒性肝炎、细菌性和阿米巴痢疾、

伤寒和副伤寒、炭疽、斑疹伤寒、麻疹、百日咳、白喉、肺结核、

脊髓灰质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流行性出血热、登革热、

淋病、梅毒； 

（三）麻风病、流行性腮腺炎、风疹、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手足口病。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从事饮水、饮食、整容、保育等易使传染病扩散

工作的从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健康合格证后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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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岗。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招用流动人员一百人以上的用工单位，应当向当

地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按照要求

采取预防控制传染病的卫生措施。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被鼠疫、霍乱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

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在疾病预防控制人员的指导下，按照下列要

求进行处理： 

（一）被鼠疫病原体污染 

1．被污染的室内空气、地面、四壁必须进行严格消毒，被污

染的物品必须严格消毒或者焚烧处理； 

2．彻底消除鼠疫疫区内的鼠类、蚤类；发现病鼠、死鼠应当

送检：解剖检验后的鼠尸必须焚化； 

3．疫区内啮齿类动物的皮毛不能就地进行有效的消毒处理

时，必须在疾控机构的指导下焚烧。 

（二）被霍乱病原体污染 

1．被污染的饮用水，必须进行严格消毒处理； 

2．污水经消毒处理后排放； 

3．被污染的食物要就地封存，消毒处理； 

4．粪便消毒处理达到无害化； 

5．被污染的物品，必须进行严格消毒或者焚烧处理。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被伤寒和副伤寒、细菌性痢疾、脊髓灰质炎、病

毒性肝炎病原体污染的水、物品、粪便，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按

照下列要求进行处理： 

（一）被污染的饮用水，应当进行严格消毒处理； 

（二）污水经消毒处理后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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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被污染的物品，应当进行严格消毒处理或者焚烧处理； 

 （四）粪便消毒处理达到无害化。 

死于炭疽的动物尸体必须就地焚化，被污染的用具必须消毒

处理，被污染的土地、草皮消毒后，必须将 10 厘米厚的表层土铲

除，并在远离水源及河流的地方深埋。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出售、运输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或者来自疫区可

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皮毛、旧衣物及生活用品等，必须按照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要求进行必要的卫生处理。 

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  用于预防控制传染病发生、流行的疫苗等预防性

生物制品的流通、预防接种及其监督管理按《疫苗流通和预防接

种管理条例》执行。 

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  血站（库）和单采血浆站必须保证血液的质量，

防止因输入血液引起病毒性肝炎、艾滋病等疾病的发生。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使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禁止进口的血液和血液制

品。 

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使用消毒药剂和消毒器械、卫生用品、

卫生材料、一次性医疗器材、隐形眼镜、人造器官等必须符合国家

有关标准，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不得生产、经营和使用。 

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  发现人畜共患传染病已在人、畜间流行时，卫生

行政部门与畜牧兽医部门应当深入疫区，按照职责分别对人、畜

开展防治工作。 

传染病流行区的家畜家禽，未经畜牧兽医部门检疫不得外运。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  狂犬病的防治管理工作按照下列规定分工负责： 

（一）公安部门负责县以上城市养犬的审批与违章养犬 

的处理，捕杀狂犬、野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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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畜牧兽医部门负责兽用狂犬病疫苗的供应：对城乡批准

的养犬进行预防接种、登记和发放“家犬免疫证”；对犬类狂犬病

的疫情进行监测和负责进口犬类的检疫、免疫及管理。 

（三）乡（镇）政府负责辖区内养犬的管理，捕杀狂犬、野犬。 

（四）卫生部门负责人用狂犬病疫苗的供应、接种和病人的诊治。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        凡在生产、工作中接触传染病病原体的工作人

员，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领卫生防疫津贴。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        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工作按《传染病信息报告

管理规范》执行。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责任疫情报告人应当以

最快的通讯方式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疫情。接到疫情报

告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以最快的通讯方式报告上级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和当地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接到报告后，

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 

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  流动人员中的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

传染病病人的传染病报告、处理由诊治地负责，其疫情登记、统

计由户口所在地负责。 

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        铁路、交通、民航、厂（场）矿的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应

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并相互通报。 

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  辖区部队的医疗保健和疾控机构，发现地方就

诊的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按照规

定报告疫情，并接受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业务指导。辖区部

队发生传染病流行时应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通报。 

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  发现人畜共患传染病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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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兽医部门应当互相通报疫情。 

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对辖区内各类医疗保健

机构的疫情登记报告和管理情况定期进行核实、检查、指导。 

第三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条  医务人员未经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不得将就诊的淋病、梅毒、麻风病、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原携

带者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和个人病史公开。 

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保健机构传染病的疫

情处理实行分级分工管理。 

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二条  甲类传染病病人和病原携带者以及乙类传染病

中的艾滋病、淋病、梅毒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必须按照有关规定接

受检疫、医学检查和防治措施。其他乙类传染病病人及病原携带

者的密切接触者，应当接受医学检查和防治措施。 

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  甲类传染病疑似病人或者病原携带者的密切接

触者，经留验排除是病人或者病原携带者后，留验期间的工资福

利待遇由所属单位按出勤照发。 

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四条        发现甲类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或者疑似病

人的污染场所，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疫情报告后，应立即进行

严格的卫生处理。 

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五条  在传染病暴发、流行区域，当地政府应当根据

传染病疫情控制的需要，组织卫生、医药、公安、工商、交通、

水利、城建、农业、商业、民政、邮电、广播电视等部门采取下

列预防、控制措施： 

（一）对病人进行抢救、隔离治疗； 

（二）加强粪便管理，清除垃圾、污物； 

（三）加强自来水和其他饮用水的管理，保护饮用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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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除病媒昆虫、鼠类及其他染疫动物； 

（五）加强易使传染病传播扩散活动的卫生管理； 

（六）开展防病知识的宣传； 

（七）组织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染疫动物密切接触

人群的检疫、预防服药、应急接种等； 

（八）供应用于预防和控制疫情所必需的药品、生物制品、

消毒药品、器械等； 

（九）保证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  因患鼠疫、霍乱和炭疽病死亡的病人尸体，由

治疗病人的医疗单位负责消毒处理，处理后应当立即火化。 

患病毒性肝炎、伤寒和副伤寒、艾滋病、白喉、炭疽、脊髓

灰质炎死亡的病人尸体，由治疗病人的医疗单位或者当地卫生防

疫机构消毒处理后火化。 

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七条  医疗保健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经县级以上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批准可以对传染病病人尸体或者疑似传染病

病人的尸体进行解剖查验。 

第三十八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八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卫生监督机构、食品药品

监管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传染病管理监督员，按规定聘任

并发给证件，承担其规定的监督管理职权。 

传染病管理监督员执行任务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给予协

助。 

    传染病管理监督员的解聘和资格的取消，由原发证机关 

决定，并通知其所在单位和个人。 

  第三十九条第三十九条第三十九条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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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管人员和

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一）集中式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 

（二）单位自备水源未经批准与城镇供水系统连接的； 

  （三）未按城市环境卫生设施标准修建公共卫生设施致使

垃圾、粪便、污水不能进行无害化处理的； 

  （四）对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不按规

定进行消毒处理的； 

（五）对被甲类和乙类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

染病病人污染的场所、物品未按照卫生防疫机构的要求实施必

要的卫生处理的； 

（六）造成传染病的医源性感染、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

染和致病性微生物扩散的； 

  （七）生产、经营、使用消毒药剂和消毒器械、卫生用品、

卫生材料、一次性医疗器材、隐形眼镜、人造器官等不符合国

家卫生标准，可能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或者造成传染病的

传播、扩散的； 

  （八）准许或者纵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

病病人，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

病扩散的工作的； 

  （九）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故意传播传染病，造成他

人感染的； 

  （十）甲类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

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性高致病性禽流感、



 - 11 -

肺炭疽病人拒绝进行隔离治疗的； 

  （十一）招用流动人员的用工单位，未向卫生防疫机构报

告并未采取卫生措施，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的； 

  （十二）违章养犬或者拒绝、阻挠捕杀违章犬，造成咬伤

他人或者导致人群中发生狂犬病的。 

  前款所称情节较严重的，是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造成甲类传染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性高

致病性禽流感、肺炭疽传播危险的； 

  （二）造成除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性高致病性禽流

感、肺炭疽之外的乙、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的； 

  （三）造成传染病菌（毒）种扩散的； 

  （四）造成病人残疾、死亡的； 

  （五）拒绝执行《传染病防治法》及本办法的规定，屡经

教育仍继续违法的。 

  第四十条第四十条第四十条第四十条  在自然疫源地和可能是自然疫源地的地区兴

建大型建设项目未经卫生调查即进行施工的，由县级以上政府

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 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出售、运输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

和来自疫区可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皮毛、旧衣物及生活用

品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进行卫生处理，

可以处出售金额 1 倍以下的罚款；造成传染病流行的，根据情

节，可以处相当出售金额 3 倍以下的罚款，危害严重，出售金

额不满 2000 元的，以 2000 元计算；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

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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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二条  单位和个人非法经营、出售用于预防传染病

菌苗、疫苗等生物制品的，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处

相当出售金额 3 倍以下的罚款，危害严重，出售金额不满 5000

元的，以 5000 元计算；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

位或者上级机关根据情节，可以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报请同级政府批准，对单位予以通报批评；对

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

处分： 

（一）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妨碍或者拒绝执行政府采取

紧急措施的； 

（二）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医疗保健人员、卫生防 

疫人员拒绝执行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调集其参加控制疫 

情的决定的； 

  （三）对控制传染病暴发、流行负有责任的部门拒绝执行

政府有关控制疫情决定的； 

  （四）无故阻止和拦截依法执行处理疫情任务的车辆和人

员的。 

  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四条  执行职务的医疗保健人员、卫生防疫人员和

责任单位，不报、漏报、迟报传染病疫情的，由县级以上政府

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

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根据情节，可以给予行政处分。 

  个体行医人员在执行职务时，不报、漏报、迟报传染病疫

情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限期内不

改的，可以处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对造成传染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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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的，可以处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五条  县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以作出处 1 万元

以下罚款的决定；决定处 1 万元以上罚款的，须报上一级政府

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受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委托的有关部门卫生主管机构可

以作出处 2000元以下罚款的决定；决定处 2000元以上罚款的，

须报当地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收取罚款时，应当出具正式

的罚款收据。罚款全部上缴国库。 

    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卫生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