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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和疾控机构
后勤安全生产工作管理指南（2023年版）

（节选）
第4部分 制冷及空调系统安

全管理指南
5.3.2.12 制冷作业环境制冷

剂浓度应低于在空气中爆炸的下
限浓度值，并符合《制冷系统及热
泵 安 全 与 环 境 要 求》（GB/T
9237）的规定。

5.3.2.13 机房内所有机械外
露传动部位应装防护罩。为了防
止运动部件对人员造成伤害，设
备应符合《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的安全系列规范》（GB 4706）或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 通用技术条件》（GB/T
5226.1）和《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
风 险 评 估 与 风 险 减 小》（GB/T
15706）的规定。除非另有说明，
意外触碰也会导致人身伤害的所

有的运动部件（例如风扇叶、鼓风
机叶轮、皮带轮和皮带），应采用
防护罩壳或屏蔽物以防止意外触
碰。这些保护设施应使用工具才
能拆除或永久性地固定在运动部
件周围。

5.3.2.14 机房及室外辅助区
域内应设置警戒标识。

5.3.2.15 机房内应设冬季取
暖设备，没设取暖设备的机房，或
放置其他场合的制冷空调设备应
做好冬季防冻。制冷机房严禁采
用明火取暖。

5.3.2.16 使用R744制冷剂以
外的制冷机房除了焊接、钎焊或
其他类似必需情况外，机房或专
用机房内部不应有明火存在，并
要时刻监视制冷剂浓度同时确保

通风流畅。
5.3.2.17 考虑到房间内制冷

剂的可燃性（或其他燃烧品）焊接
或钎焊时要保证房间内有足够的
通风。

5.3.2.18 除了一些机房内设
备所需的工具、备件和压缩机润
滑油以外，机房不应用来贮存其
他东西。任何制冷剂、易燃或有
毒物质应按国家法规的规定存
放。

5.3.2.19 无论是正常工作还
是紧急情况，机房都应保持足够
的通风。当机房被人员使用时，
至少换气4次/h（小时）。

5.3.2.20 机房可同时采用自
然通风和机械通风，进出风口位
置随制冷剂种类而定。氨制冷机
房为下进上出，氟制冷机房为上
进下出，布置风口位置时应考虑
到防止空气短路，以免影响机房
换风量。

5.3.2.21 安装直燃机组的机
房应有良好的通风措施，并符合

《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GB
50016）、《城 镇 燃 气 设 计 规 范》

（GB 50028）的规定。
5.3.2.22 为保护人员及财产

免受损失，应根据制冷系统和制
冷剂配备相应的灭火器材。机
房应配备相应的防护用品，并存
放 在 设 备 附 近 的 安 全 区 域 之
内。防护用品应定期检测、更
换。

5.3.2.23 没有保温层的制冷
设备和管道的外壁涂漆的种类、
颜色等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
当设计无规定时，一般应采用防
锈漆打底，调和漆罩面的施工工
艺。

5.3.2.24 制 冷 剂 质 量 超 过
50kg（千克）以上的系统应提供明
显的永久性标识，并符合下列要
求：

a） 控制制冷剂流量、通风和
压缩机的阀门或开关；

b） 暴露于机房外面的管道
内的制冷剂或载冷剂种类；

c） 制冷剂和润滑油更换后
应及时更换相应的标识。

5.3.2.25 氨制冷系统和溴化
锂制冷系统的运行和管理依据相

关规范执行。
5.3.3 制冷剂管理
5.3.3.1 制冷剂的使用
制冷空调系统所用的制冷

剂应具有很好的热力性质与化
学稳定性，符合设计文件规定，
有产品合格证明书。制冷剂在
使用和储存过程中，应尽量减
少制冷剂往大气中的散失。当
制冷机组采用的制冷剂对人体
有害时，应对制冷机组定期检
查、检测和维护，并应设置制冷
剂泄漏报警装置。对制冷机组
制冷剂泄漏报警装置应定期检
查、检测和维护；当报警装置与
通风系统连锁时，应保证联动
正常。机房中制冷剂的储存量
除制冷系统中制冷剂的充注量
外，不超过 150kg。严禁易燃、
易爆的制冷剂储存在机房中。
用于盛放回收制冷剂的容器，
在每次使用时应仔细称重，容
器的盛装量不得超过允许盛装
量。

（内容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提供）

本报讯（记者乔晓娜 通讯
员谢 爽）9 月 2 日，记者从南阳市
卫生健康体育委获悉，南阳市成立
南阳生物产业联盟，打通生产和应
用端存在的信息壁垒，围绕大健康
产业，推动生物与医药产业发展。

为培育龙头企业领跑产业发
展，南阳市围绕宛西制药、福森药
业、利欣制药、汇博医疗、天华制
药、东森医药等生物与医药龙头企
业，实施创新主体培育壮大行动，
力争在前沿领域实现若干技术突

破；建设东森医药有限公司等一流
药品流通中心，增强产业服务能力
和效率。

为加快生物与医药产业园区
建设，南阳市加速推进宛西制药、
福森医药产业园等产业园区建设，
实现多点联动、协同发展。

通过实施重点项目培育工程，
南阳市充分发挥牧原集团“头雁效
应”，加快推进联牧生物兽药制造
等动保产品项目建设，巩固并扩大
全市动保产业在省内乃至国内影

响力。
南阳市以科技创新为动能，深

化科卫协同发展，助力医疗卫生事
业和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加
快推进河南省医学科学院南阳市
恒利康基地建设落地，做实省级科
研基地建设，争取纳入全省生物与
医药大健康产业体系；遵循学科建
设规律，积极推荐各医疗机构申报
河南省医学科技攻关省部共建项
目和联合共建项目。

目前，南阳生物与医药产业

链作为全市重点产业链群之一，
探索实施全市生物医药和健康
产业发展工作，秉持开放共享的
原则，深化政企合作机制，通过
资源共享、技术创新等多维度的
合作模式，打造“政府搭台、企业
唱戏”的医企沟通合作平台，推
动双方合作，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利用以及研发生产、临床需求、
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信息互通，切
实打通生产和应用端存在的信
息 壁 垒 ，优 化 医 企 双 方 发 展 环

境 ，有 效 推 进 医 企 双 方 协 作 互
进、共生共荣。

据了解，为了生物医药产业更
好地发展，南阳组建了工作专班，
构建了链长、秘书长、盟长三级责
任体系，明确了产业主攻方向和具
体措施，形成了宛西制药等一批骨
干支撑企业，2023年全产业链群产
值约400亿元，南阳市入选中国中
药产业综合实力30强城市，中医药
产业集群上榜2023年河南省10个
先进制造业集群。

南阳围绕大健康产业
推动生物与医药产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刘永胜 通
讯员周 超）“目前，我们的家庭
医生团队和乡村医生，在辖区核
实登记58名65岁以上失能老年
人，并已开展第一轮上门健康服
务！”9月2日一大早，新安县石井
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陈伟对记
者说。

新安县石井镇中心卫生院
是洛阳市为失能老年人提供“三
个一”健康服务的一个缩影。今
年8月，洛阳市卫生健康委决定，
从8月下旬至11月底前，依托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全市不少于
8568 名 65 岁及以上失能老年人
提供“三个一”健康服务，即开展
一次上门健康管理、提供一套上
门健康服务、开通一条健康咨询
热线。

失能老年人是指完全或部
分丧失生活能力的老人。截至
2023 年年底，洛阳市常住人口
707.9 万人，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
口为 102.2 万人占 14.4%。大多
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在亲属照料
下居家生活。

记者了解到，此次健康服务
行动中，上门健康管理包括一次
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评估、体格
检查、中医体质辨识及保健指导
等；上门健康服务包括两次康复
护理服务及指导、营养指导、健
康风险预防指导、认知障碍筛查
指导、心理支持、就诊转诊建议
等；健康咨询热线是指通过电
话、微信等方式定期主动联系失
能老年人或其监护人，了解失能
老年人健康状况及健康服务需
求，免费推送有针对性的健康信
息，就相关健康咨询予以解答、
指导。

洛阳市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科负责人介绍，此次失能
老年人健康服务行动服务对象选择途径包括系统提供和
主动申请两种。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上门评估，结果为

“中度依赖”或“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可纳入行动服务对
象。目前，全市所有家庭医生团队已为失能老年人免费上
门提供一次健康管理和第一次健康服务及指导；10 月底
前，将完成免费上门提供第二次健康服务及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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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济源示范
区卫生健康委联合医疗保障
局成立专项检查组，对辖区内
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开展欺诈
骗保联合整治行动。

为确保联合整治行动高
效开展，济源示范区卫生健康
委联合医疗保障局成立了联
合检查工作领导小组。领导
小组下设5个现场检查组和1
个信息保障组。此次联合整
治行动分动员部署、数据提取
和自查自纠、线索核查、问题
处理4个阶段进行。

联合整治行动以国家飞
行检查曝光的问题为导向，
通过现场检查、资料查阅、与
医务人员交流等方式开展联
合检查；重点关注数据分析
筛查疑点多、举报投诉线索
较多、医保基金使用风险较
高的定点医疗机构。此次行
动重点聚焦多人同入同出、
虚假住院；伪造医疗文书；虚
构医药服务行为；以骗保为
目的串换诊疗项目；虚增诊
疗项目等行为；国家近期下
发的“糖化血红蛋白检验”

“限定性别手术项目”等疑点
线索。

检查组将对联合整治行
动中发现的欺诈骗保行为进
行严格依法惩处，同时加大案
件移送、联查联办力度，对涉
嫌犯罪的单位和个人及时移
送公安机关和纪检监察部门，
积极推进打击欺诈骗保、纠正
医药领域不正之风，坚决维护
医保基金安全，切实守护好群
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王正勋 侯林峰 常 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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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开封市人民医院心胸外科的电
话突然响起。电话那端传来急诊科医师的
声音：“我院救护车刚接来了一位严重的开
放性胸部创伤患者，快来急诊抢救大厅会
诊。”

心胸外科副主任医师王志远赶紧放下
手头的工作，急奔抢救大厅而去。

途中，王志远从出车医生拍摄的现场
照片看到，患者左前胸部有一长约15厘米
的开放性伤口，部分肺疝出到胸壁外。王
志远到达急救抢救大厅时，患者胸壁开放

性伤口已被急诊科医生用纱垫覆盖包扎固
定，但患者左侧胸壁仍有明显反常呼吸运
动，且血压较低、心率增快、意识不清，处于
休克状态。

急诊完善相关化验检查的同时，王志
远将患者病情汇报给心胸外科主任李奇。
李奇了解病情后判断，患者属于严重开放
性胸部创伤，需立即急诊手术。

经过紧张的术前准备，手术很快开
始。术中，医生发现患者左侧多根多处肋
骨骨折并严重移位，左下肺根部贯通伤持

续出血漏气，左上肺撕裂伤，已破坏了肺
部的正常组织结构，无法修补，于是给予
切除左肺下叶，切除左肺上叶裂伤，清除
胸腔内凝血块并止血，复位肋骨骨折处并
固定，恢复胸廓形状。4 小时的手术顺利
结束后，患者被送回EICU（急诊重症监护
室）接受监护治疗。

术后第二天，患者顺利脱掉呼吸机；
术后第三天，患者转到心胸外科继续接
受专科治疗。住院两周后，患者顺利康
复出院。

一场惊心动魄的抢救
本报记者 张治平 通讯员 高方园

急救故事

↑8月29日，在平顶山市一家集中式供水
单位，卫生监督员对出厂水余氯进行现场快速
检测。8月以来，平顶山市卫生健康技术监督
中心分两个检查组，对市区所辖各集中式供管
水单位、市政水厂、企业自建水厂以及学校水
厂等 10 家集中式供水单位进行专项执法检
查，保证饮用水卫生安全，维护人民群众健康
权益。

王 平 路易峰/摄

→8月29日，在河南省第四届全科
医生技能竞赛省直初赛现场，参赛选手
进行实操比赛。当天，河南省第四届全
科医生技能竞赛省直初赛在郑州市第
七人民医院开赛。来自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科技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12家省直医疗机
构的36名全科医生现场比拼，角逐第四
届全科医生技能竞赛“入场券”。

常 娟/摄

本报讯 （记者王明杰
通讯员张小然）8月27日，记
者从漯河市秋季学校疾病
综合防控技术培训会上了
解到，漯河市卫生健康委联
合市教育局组织专家对各
县区卫生健康委疾控股和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负
责人，各县区教育局体卫艺
股和市属学校卫生工作负
责人等进行了培训，对新学
期学生常见病监测和健康
体检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着力提升漯河市学生传
染病和常见病综合防控能
力。

漯河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和市传染病医院专家
围绕漯河市学校秋季重点

传染病的防控和处置、学
校结核病防控、新生入托
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2024
年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
因素监测和干预工作、学
生营养膳食和食品安全及

《学生常见病多病共防技
术指南》等内容进行了详
细讲解。

此次培训内容丰富、实
用性强，通过部门联动，有
力地推动了医校联合，不仅
强化了学校对学生传染病
和常见病防控工作的重视
程度，还提高了全市学校卫
生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
综合防控能力，为保障师生
身体健康与校园安全奠定
了坚实基础。

漯河市提升学生传染病
和常见病综合防控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