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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突发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为缓解医疗资源紧张,解决轻症患者的

收治难题,控制疫情的快速传播,武汉等多地将体育中心等大型公共建筑改建为首诊隔离点,该类建筑改

造条件有限。分析高校公寓改造隔离点的可行性,可与之形成互补。最终本文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疑似病例轻症患者首诊隔离点观察工作方案》,参考传染病医院设计要求,结合高校公寓设计现状,

从现有设施统筹规划、病患分区管理、洁污分区、流线组织、人文关怀五个方向总结改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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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诊隔离点的改造背景 

截至2月15日15时,全国确诊病例

66580例,疑似病例8969例,其中湖北省

确诊54406例,需隔离观察的密切接触人

员更是不计其数,形式十分严峻。为防止

疫情进一步扩散,除了强化救治,对疑似

病例轻症患者的防控已成为此次抗击疫

情工作的重心。为了有效预防和控制疫

情传播扩散,接收需要隔离观察的人员,

作为疫情中心的武汉大量征用酒店、高

校等作为隔离点。此举大大改善了此前

因受限于确诊检测能力和床位数,疑似

患者得不到收治,辗转于不同医院和家

之间,贻误病情,传播疫情的被动局面,

大限度的消除传染源,切断疫情传播

链,为防疫工作争取到了主动权。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疑似病例轻症患者首诊隔离点观

察工作方案》指导地方将医疗机构以外

的其他场所设置为首诊隔离点,以便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病例轻症

患者进行隔离观察。设置首诊隔离点,

旨在有效控制疫情, 大限度避免发生

交叉感染,实行关口前移,对发热门诊筛

查出有相关症状和体征的患者进行提前

观察治疗。首诊隔离点的设置将有效缓

解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医疗资源紧张的问

题,同时对疫情的防治扩散有着积极且

重要的意义。 

2 高校学生公寓改造首诊隔离

点可行性分析 

首诊隔离点不等同于普通医院设计,

核心改造要求是 大限度避免交叉感

染。在“时间就是生命”的疫情防控过

程中,高校因自身特点具备改造成首诊

隔离点的先天优势。 

2.1高校校址适宜 

首诊隔离点收治隔离疑似病例轻症

患者,势必存在一定量的传染病病原体,

为避免传染病病原体的扩散与传播,参

考传染病医院的选址特点,隔离点的选

址适合选取人口密度较低的城市边缘地

带,通过远离城市中心等人群密集地区,

避免传染病病原体在公共场所传播[1]。

近年来,随着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张,不少

高校选择新建校区,为实现学校的弹性

发展,满足日后进一步扩建的需求,新校

区的地址通常选择在土地存量较大,又

能与城市发生一定程度交互作用的近郊

区域,契合传染病首诊隔离点选取人口

密度较低的城市边缘地带的选址要求。 

2.2校园基础设施完备 

高校基础设施按照使用功能可分为

教学科研类基础设施与生活服务类基础

设施,其中生活服务类基础设施主要包

含学生食堂、学生公寓、校医院、卫生

场所等。通过针对性的改造,高校校园基

础设施可以更加便捷与高效的满足餐食

制作、隔离观察、基础药品配备、垃圾

处理等方面的要求。 

2.3学生公寓数量及空间形式与隔

离点床位供给及需求契合度高 

学生公寓居室在数量与空间形式上

均能满足首诊隔离点的要求。根据教育

部2019年7月发布的《2018年全国教育事

业发展统计公报》,普通高等学校校均规

模10605人,与之对应可提供的隔离床位

数量多。“隔离点房间应当具有良好的独

立通风条件,具有独立卫生间[2]”。《宿舍

建筑设计规范》在卫生间设置、自然通

风设置也有与之相类似的设计要求。学

生公寓居室空间形式基本可以满足首诊

隔离点的空间要求。 

2.4重视人本主义关怀 

各大高校从人本主义角度出发,公

寓内生活设施配套丰富,例如饮用开水

装置、集中的垃圾投放装置,网络覆盖装

置、图书馆阅览室、体育运动器械及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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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自动贩售机等。便捷的设施有利于

提升隔离环境的生活舒适度,一定程度

上可以缓解疑似病例与轻症患者的心理

压力,更有利于患者身体的康复。 

3 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下高

校学生公寓设置为首诊隔离点的改

造策略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

似病例轻症患者首诊隔离点观察工作方

案》、参考北京小汤山医院、武汉火神山

等传染病医院设计要求,结合高校公寓

设计现状,从配套设设施规划、病患分离

管理、洁污分区、流线组织、人本主义

关怀五个方向进行改造策略的阐述。 

3.1配套设施统筹规划 

高校生活服务类基础设施完善,具

备餐饮食材制作供应、隔离观察治疗、

消杀药品配备等设施,要充分考虑学校

既有设施及空间位置,合理分配包括设

备资源、人力资源、空间资源,提高有限

建筑与医疗资源的利用率。 

3.2病患分类及分区域管理 

病患根据病情具体情况进行细化分

类：密切接触无症状者、轻微症状患者、

疑似患者(需基础治疗、确诊转院)；利

用学校独立公寓楼、床位充足的优势进

行分区域隔离,同症同区(同症同楼、同

症同层),方便治疗管理,避免相互交叉

感染。 

3.3洁污空间合理分区 

洁污分区分流是防止与控制院内交

叉感染的基本措施[3]。高校学生公寓通

常采用集中式的布局方式。参照大中型

传染病医院的病区设置方式,根据传染

病的传播途径以及患医护人员与病患者

的数量,将公寓楼合理划分为洁污单元,

即：行政后勤单元与不同等级的医疗单

元(疑似单元与轻症单元)。常见的传染

病传播途径为直接传播、气溶胶传播和

接触传播。根据这一特点,将原宿舍区位

于上风向的公寓楼改造为管理办公与医

护人员休息的临时行政后勤单元,将用

于隔离与医疗的疑似与轻症患者的医疗

单元设置在下风向。参照武汉火神山医

院的平面布局方式,医疗单元进一步划

分,细化为清洁区、半清洁区和污染区,

清洁区主要由更衣室、卫生通过室、二

次更衣室、会议室、值班室等组成,半清

洁区主要由护士站、治疗室、处置室等

组成,污染区则由隔离病房、污物收集间

等组成。 

3.4医患流线组织 

参考传染病医院的流线设计,隔离

点改造重点将人流(医护与患者)以及物

流(洁物与污物)严格区分。当前,我国大

部分学生公寓平面采用通廊式,且多为

内廊式。该形式可通过加建轻质隔墙分

隔功能区。区内采用尽端式流线,该类流

线终点即为该区内人流流线的目的地所

在,保证各流线之间相对隔离。医护人员

由医护人员出入口进入清洁区,后根据

所需进入半清洁区、污染区。送餐人员

送餐经半清洁区送至污染区。在污染区

接应并由污染区内专用推车分送至各病

房,采用一次性餐具。残余食物由专人用

专用袋,由污染区内走廊收集并运送至

病患出入口附近设置的污物收集区。

终将收集的污染物(包含患者餐列余物)

经病患出入口运至焚烧炉(校内统一设

置或市政统一设置)进行焚烧处理。 

3.5人文主义关怀 

首诊隔离点作为突发公共卫生安全

事件的大型应急改造项目,不仅要考虑

建筑的使用功能与物理环境,更应重视

人文主义关怀,尽可能安抚患者心理上

的紧张情绪。利用学校既有人文景观、

绿化景观等营造健康清新的室外环境,

为隔离患者提供情感寄托；同时从室内

色彩运用、陈设布置等方面入手,为隔离

患者创造温馨祥和的病房及医治环境,

获得空间上的认同感、归属感,缓解心理

压力。 

4 结语 

本文从学生公寓改造首诊隔离点的

可行性出发,从配套设施统筹规划、病患

分区管理、洁污空间分区、医患流线组

织、人本主义关怀五个角度探索对学生

公寓首诊隔离点改造策略,希望对突发

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下学生公寓首诊隔离

点改造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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