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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市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文件
南防控指办〔2020〕200 号

关于印发南安市应对秋冬季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大规模人群核酸筛查检测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人民政府（办事处），雪峰开

发区、经济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市直各单位：

经研究，现将《南安市应对秋冬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大

规模人群核酸筛查检测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南安市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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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市应对秋冬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大规模人群核酸筛查检测工作方案

为有效防范和积极应对 2020 年秋冬季可能出现的新冠肺炎

疫情，科学、快速、有序处置出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流行的情形，

进一步提升新冠肺炎疫情核酸检测能力和效率，根据《福建省应

对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福建省应对秋冬季新冠

肺炎疫情医疗救治工作方案》《福建省进一步推进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能力建设工作方案》和《泉州市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

医疗救治工作方案》《泉州市应对秋冬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大规模人群核酸筛查检测工作方案》等，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

方案。

一、全市核酸检测能力现状

目前，全市 6 家医疗卫生机构具备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资质，

其中，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5 家、疾控机构 1 家，配备提取仪 6

台、扩增仪 8 台。具备基因检验培训合格证书的检验医师（技师）

29 名，采样人员 180 名。实验室生物安全转运车辆（救护车）

35辆。

全市检测机构最大日检测能力约 1376 人份，采取新冠病毒

核酸 10合 1 混采检测技术，最大日检测能力约 13760 人份。

二、工作目标

全面提升新冠肺炎核酸检测能力和效率，落实“四早”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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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要求，为可能

出现的秋冬季疫情做好应对准备，按照“检测路径”，实行“全市

统筹、跨镇调剂”，确保用 5～7 天时间完成全市范围内的大规模

人群核酸检测任务，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目标一：2020 年 9 月底前，全市检测机构最大日检测能力

达到 1736 人份，采取新冠病毒核酸 10 合 1 混采检测技术，全市

最大日检测能力达到 17360 人份。

目标二：持续加强核酸检测能力提升，按照生物安全二级和

PCR 实验室标准要求，市疾控中心和市医院、中医院等二级以

上医院抓紧落实实验室改造、扩建，将增加添置 8 台提取仪、6

台扩增仪，全市检测机构最大日检测能力达到 5600 人份，采取

新冠病毒核酸 10 合 1 混采检测技术，全市最大日检测能力达到

56000人份。

目标三：发挥社会检测力量作用，与第三方实验室签约，提

升应急检测能力，日检测增加 15000 人份，全市检测机构最大日

检测能力达到 71000 人份。

三、工作内容

各核酸检测医疗卫生机构要结合实际，积极应对秋冬季可能

出现的疫情，增加人力、物力的投入，增添检测仪器设备，加强

采样人员、检测人员队伍扩充，确保核酸检测试剂等耗材储备充

足。要加强检测质量控制管理与生物安全监督，防止实验室泄露

或人员感染，强化培训与实操，提高采样检测的高效、规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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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准确。

（一）加强实验室建设

2020 年 9 月底前，洪濑中心卫生院、泉州滨海医院完成核

酸检测实验室备案验收并投入使用，实现全市所有二级及以上医

疗机构均设立生物安全二级标准核酸检测实验室，全市检测能力

与常住人口和各医疗机构最大诊疗量相搭配。全市新冠肺炎病毒

核酸检测机构达到 8 家。

（二）提升日检测能力

2020 年 9 月底前，市医院、中医院实验室的检测能力要在

目前最大日检测量的基础上提高一倍，其他医疗卫生机构在现有

的检测能力基础上提高 50%以上。

（三）组建采样应急队

全市新增加 10 支后备应急采样队（6 人/支），达到 40 支采

样队伍（240名采样人员）规模。

（四）扩充核酸检测队伍

全市新增 25 名具备基因检验培训合格证书的检验医师（技

师），达到 54名检测人员规模。组建 10 支以上核酸检测应急队，

其中泉州市光前医院、市医院、中医院各承担 2 支，其他核酸检

测医疗卫生机构各 1 支，每支至少配备 3 名具备检测操作资质的

人员。市医院、中医院要加强机动检测力量建设，各成立 1 支核

酸检测机动应急队。

（五）建立片区机动支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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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综合考虑人口、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及地理交通等因素，

按照“检测能力、就近支援、低温运输、送样为主”原则，统筹调

配全市核酸检测力量，采取片区机动支援办法。

（六）建立网格化的核酸检测工作小组和网格管理专班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以乡镇（街道、开发区）为单位，结合

辖区人口及地理情况，科学划分网格化的核酸检测片区，建立相

应核酸检测工作小组，做好统筹安排协调。网格设置的核酸检测

工作小组，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

牵头，负责每个网格内的全员核酸检测，包括网格内人员动员、

组织、公告、样本采集送检等工作，建立核酸采样操作流程制度、

确定具体采样流程，包括信息核对、采样、送检、报告发放等；

每个网格化的核酸检测工作小组按照“1+8”标准配备工作人员，

即 1 名乡镇（街道、开发区）班子成员负责，并设置 8 人专门小

组，包括 1 名联络人、1 名医务人员、1 名信息登记员、1 名网

络员、2 名引导员、1 名民警、1 名村（居）班子成员。

以村（居）民委员会为主体，下设若干个网格管理专班，由

1 名村（居）委员会班子成员负责，至少包括 1 名联系人、1 名

信息登记员、1 名网格员、2 名引导员，原则上以 100 名为单元

组织联系受检人群，掌握网格管理对象的住址、联系方式等信息，

接到指令后迅速有序地组织网格内的人群按 5 或 10 人一组提前

做好采样准备，形成“村（居）民委员会—网格管理专班—户主”

条块结合的社区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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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合理设置核酸检测采样点

核酸检测工作小组应以网格为单位，根据地理条件和人员数

量、分布情况，预先准备若干个核酸检测采样点（分等候区、采

集区、缓冲区和采集辅助区、临时隔离区），提前储备好设置采

样点所需帐篷、风扇、电脑、桌椅、身份证读卡器等，确保收到

指令后能够快速布置采样点。

采样点要求。采样点应选择在空旷、通风良好的场地，根据

原有场地条件，划分为等候区、采集区、缓冲区、采集辅助区和

临时隔离区，有效分散待检人员密度；应当设置急救设备备用。

等候区应设置人行通道和一米线标识，尽可能保证人员单向

流动，等候人员均应按要求佩戴好口罩。

采集区应根据气候条件，配备帐篷、冷/暖风扇、适量桌椅，

保证医护人员在相对舒适环境下工作；标本如无法及时运送至实

验室，需准备 4℃冰箱或低温保存箱暂存。

缓冲区可供采集人员更换个人防护装备。

采集辅助区空间应当相对密闭，用于采集人员更衣、备餐、

值班等。

临时隔离区用于暂时隔离在采集过程中发现的疑似患者或

高危人群。

四、分级响应

出现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暴发，新发病例、疑似病例持续上升

的情景后，按照“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原则，坚持“属地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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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统筹、乡镇协作、部门联动和分级响应”，组织核酸检测筛

查分区域、分级别、差异化应急响应，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评估、

动态调整，分别采取以下情形的应对工作。

（一）情景一：检测量 5000 人次以下

以乡镇（街道、开发区）为单位，开展大规模人群样本核酸

检测筛查，筛查检测量 5000 人次以内，组织 5 支应急采样队进

驻采样，调集 2 辆生物安全转运车辆（救护车）转运标本，1 日

内完成采样、转运、检测工作，24 小时内报告结果。

由市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疫情防控与医疗救治组

统一领导，成立由乡镇（街道、开发区）分管领导为组长的工作

机构，市卫健局派出工作队协助、指导。组织乡镇（街道、开发

区）所在片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急采样队伍进

驻采样和生物安全转运车（救护车）辆负责标本转运，采样力量

不足由市卫健局统一调配。采集标本送所在片区具备核酸检测能

力医疗机构（如码头镇送南侨医院，以下类同）和市疾控中心检

测。

（二）情景二：检测量 5000～10000 人次

以乡镇（街道、开发区）为单位，开展大规模人群样本核酸

检测筛查，筛查检测量 1 万人次以内，组织 10 支应急采样队进

驻采样，调集 4 辆生物安全转运车（救护车）转运，1 日内完成

采样、转运、检测工作，24 小时内报告结果。

由市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疫情防控与医疗救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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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领导，成立由乡镇（街道、开发区）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

工作机构，市卫健局派出工作队协助、指导。组织乡镇（街道、

开发区）所在片区及附近片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应急采样队伍进驻采样和生物安全转运车（救护车）辆负责标本

转运，采样、转运力量不足的由市卫健局统一调配。超出所在片

区检测机构和市疾控中心检测能力的，由附近片区检测医疗机构

承担检测。

（三）情景三：检测量 1 万～1.5 万人次

以乡镇（街道、开发区）为单位，开展大规模人群样本核酸

检测筛查，筛查检测量 1.5 万人次以内，组织 15 支应急采样队

进驻采样，调集 6 辆生物安全转运车（救护车）转运，1 日内完

成采样、转运、检测工作，24小时内报告结果。

由市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疫情防控与医疗救治组

统一领导，成立由市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疫情防控与医

疗救治组副组长为组长的工作机构，市卫健局分管领导带领工作

专班参与。组织全市 50%应急采样队伍进驻和片区所有医疗机构

生物安全转运车（救护车）负责标本转运，采样、转运力量不足

的由市卫健局统一调配。超出所在片区检测机构和市疾控中心检

测能力的，由附近片区检测医疗机构、市直医院承担检测。

（四）情景四：检测量 1.5～3 万人次

以乡镇（街道、开发区）为单位，如向阳乡、蓬华镇全镇开

展全人群样本核酸检测筛查，筛查检测量 3 万人次以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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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支应急采样队进驻采样，调集 12 辆生物安全转运车（救护车）

转运，1 日内完成采样、转运、检测工作，24小时内报告结果。

成立由市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疫情防控与医疗救

治组组长为组长的工作机构，市卫健局主要领导带队，派驻疫情

防控、医疗救治专家组成的工作队参与，市指挥部其他工作组成

立工作专班参与。组织全市 70%应急采样队伍进驻和 40%的生

物安全转运车（救护车）辆负责标本转运，采样、转运力量不足

的由市卫健局统一调配。由全市所有核酸检测医疗卫生机构共同

承担检测任务。

开展全镇域人口核酸检测筛查的，按采样点设置情况，各乡

镇（街道）、村（居）成立相应工作机构，组织满足采样需要相

应数量的动员队、安保队和现场引导员。

（五）情景五：检测量 3～5 万人次

以乡镇（街道、开发区）为单位，如 2 个乡镇或一个人口大

镇开展全人群样本核酸检测筛查，筛查检测量 5 万人次以内，组

织 40 支应急采样队进驻采样，调集 15 辆生物安全转运车（救护

车）转运，1 日内完成采样、转运、检测工作，24 小时内报告结

果。

成立由市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为组

长的工作机构，市指挥部派出以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为组长的工作

队进驻，包括市疫情防控与医疗救治组、交通检疫组的工作专班

等。组织全市所有应急采样队伍进驻和 50%的生物安全转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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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车）辆负责标本转运，采样、转运力量不足的由市卫健局

统一调配。由全市所有核酸检测医疗卫生机构及已签约的第三方

实验室共同承担检测任务。

开展全镇域人口核酸检测筛查的，按采样点设置情况，各乡

镇（街道）、村（居）成立相应工作机构，组织满足采样需要相

应数量的动员队、安保队和现场引导员。

（六）情景六：检测量 5～10 万人次

筛查检测量达到 10 万人次以内时，上报泉州市防控新冠肺

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按照《泉州市应对秋冬季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大规模人群核酸筛查检测工作方案》分级响应“情景

二”组织开展工作。

（七）情景七：检测量 10～15 万人次

筛查检测量达到 15 万人次以内时，上报泉州市防控新冠肺

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按照《泉州市应对秋冬季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大规模人群核酸筛查检测工作方案》分级响应“情景

三”组织开展工作。

（八）情景八：检测量 15～30 万人次

筛查检测量达到 30 万人次以内时，上报泉州市防控新冠肺

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按照《泉州市应对秋冬季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大规模人群核酸筛查检测工作方案》分级响应“情景

四”组织开展工作。

（九）情景九：检测量 30～50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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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检测量达到 50 万人次以内时，上报泉州市防控新冠肺

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按照《泉州市应对秋冬季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大规模人群核酸筛查检测工作方案》分级响应“情景

五”组织开展工作。

（十）情景十：检测量 50～70 万人次

筛查检测量达到 70 万人次以内时，上报泉州市防控新冠肺

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按照《泉州市应对秋冬季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大规模人群核酸筛查检测工作方案》分级响应“情景

六”组织开展工作。

（十一）情景十一：检测量 70～100 万人次

筛查检测量达到 100万人次以内时，上报泉州市防控新冠肺

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按照《泉州市应对秋冬季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大规模人群核酸筛查检测工作方案》分级响应“情景

七”组织开展工作。

（十二）情景十二：检测量 100～150 万人次

筛查检测量达到 100万人次直至全市全人群核酸检测筛查

时，上报泉州市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按照《泉

州市应对秋冬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大规模人群核酸筛查检

测工作方案》分级响应“情景八”组织开展工作。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街道、开发区）、市直有关

部门要深刻认识到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树立底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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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增强忧患意识，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全力做好应

对可能出现的秋冬季疫情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筛查各项准备工

作。

各乡镇（街道、开发区）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党政主要负

责人直接指挥疫情防控核酸检测的工作机制，主动完善和落实应

对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筛查具体措施，科学划分网格化的核酸检

测区域，建立核酸检测工作小组，按照工作内容做好人员配置。

要压实压紧四方责任，加强协同作战，确保组织领导、工作机制、

人员队伍、经费保障、物资储备等到位。根据应急响应情景层次，

成立相应领导机构、工作专班，统一指挥、统一调配、统一安排，

明确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范畴，确保大规模核酸检测筛查

有序有效开展。同时，各乡镇（街道、开发区）、各部门要树立

大局意识，服从全市统筹调剂。

（二）制定工作方案。各乡镇（街道、开发区）、市直有关

部门要结合应急响应情景层次，制定应对工作方案。在市级工作

方案的基础上，各乡镇（街道、开发区）、市直有关部门要科学

划定需要检测人群范围，细化各项工作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内容：制定细化受检人员组织动员、按时间节点分批分次、专人

引导维护秩序等；制定集中采集地点合理布局、设施设备、工作

流程等；制定检测物资准备、采样信息登记、采集耗材发放、采

集管核对和标本放置、装箱、转运等，制定人员测体温、戴口罩

和消毒物品准备配置、采集地院感消毒、医务人员个人防护、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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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废物收集暂存等；制定支援人员住宿、饮食、运输车辆等；制

定采集地安全保卫、秩序维护等以及检测费用结算等。卫健部门

要加强专业业务指导，靠前服务，提供专业防控、技术指导意见。

（三）落实物资储备。各乡镇（街道、开发区）、市直有关

部门要按照辖区人口开展核酸检测筛查标准储备相应各项物资，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物资：核酸检测采集用消毒用品、拭子、病毒

采集管等，安全转运的标准转运箱（含冷藏），采集地配备帐篷、

冷/暖风扇、适量桌椅、身份证读卡器、二维码条码和相对封闭

的更换个人防护装备空间等，与采样点规模相匹配的防护用品

（一次性帽子、医用防护 N95 口罩、手套、护目镜/面屏、隔离

衣、医用防护服、鞋套、快速手消液等）、户外消杀设备等，医

疗废物桶、后勤保障运输车辆等。

（四）应急响应准备。市直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方案工作要求，

按照各自职责，按不同响应情景层次，制定相应应急预案，分级

分类做好应急响应准备，开展应急演练，有力保障大规模人群核

酸检测筛查工作。本方案印发后，各乡镇（街道、开发区）要制

定本辖区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筛查工作方案，组织开展不同情景

演练，提高应急响应能力。要加强新冠肺炎知识的科普宣传工作，

做好辖区内群众的宣传动员和引导工作，根据指令组织群众分片

区网格化进行核酸采样工作。

抄送：市四套班子领导。

南安市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2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