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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浙江省委、省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

防控的决策部署，切实加强对健康驿站建设的规范引导，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力

量，深入各地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做法，在广泛征求

意见的基础上，制订本导则。 

本导则的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规

划和选址、总平面、平疫结合。 

本导则由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浙江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负责管理，由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

内容的编写和解释。各地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

请寄送至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地址：杭州市安吉路 18

号，邮编 310006，联系电话：0571-85050020，电子邮

箱：ziadcode@ziad.cn）。 

主编单位：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参编单位：浙江省现代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杭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人员：陈志青、裘云丹、郑  赫、骆高俊、

蒋  骥、封素芬、张  力、赵长青、

陈  珏、周星杰、陈乙文、朱余博、

苏项庭、杨长明、杨  婷、周晨亮、

黄  震、葛洋康、姜善临、田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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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落实新冠肺炎等呼吸类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要求，

提升浙江省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指导各地切

实做好健康驿站的设计，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浙江省新建、改建健康驿站的设计。 

1.0.3 健康驿站的设计除应符合本导则的规定外，尚应符合

国家和地方有关现行法规、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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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健康驿站 Health post station 

具备平疫结合功能的设施，疫情期间用于隔离医学观

察下列人员：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

接触者及次密切接触者，入境人员，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来

浙返浙人员，以及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的其他涉疫风险人员。 

2.0.2 平疫结合 Combination of peace and epidemic 

非疫情期间能够正常使用，疫情期间能在规定时间内

转换以满足隔离医学观察要求。 

2.0.3 三区二通道 Three zones and two channels 

满足医学隔离要求的平面布局。三区指隔离区、工作

准备区、缓冲区；二通道指隔离人员通道，工作人员通

道。 

2.0.4 隔离区 Quarantine area 

隔离人员接受隔离医学观察的区域。由若干隔离观察

单元，及垃圾暂存间、污水处理等配套用房组成。 

2.0.5 工作准备区 Staff area 

工作人员工作及休息的区域。由工作人员办公室、值

班室、休息室、物资库房、餐厅、备餐间、宿舍等组成，

可按需设置警务工作站、厨房等配套用房。 

2.0.6 缓冲区  Hygienic pass-through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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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于隔离区与工作准备区之间，供人员及物资由工作

准备区进入隔离区、或由隔离区返回工作准备区时进行卫

生处置的区域。包括工作人员换鞋、更衣、洗手、沐浴，

穿戴、卸去防护用品的操作空间；餐食、物资运送通道。 

2.0.7 隔离观察单元  Quarantine unit 

在隔离区内按照管理范围划分的隔离观察区域，包括

隔离观察房间及管理办公室、库房、垃圾暂存点等为本区

域服务的附属用房。 

2.0.8 隔离观察房间  Quarantine room 

满足隔离人员隔离观察期间的居住需要，配套洗漱、

厕位、淋浴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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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健康驿站的设计应结合当地资源，根据疫情防控工作

的实际要求，因地制宜地确定建设规模和技术方案。 

3.0.2 健康驿站应进行平疫结合设计，在疫情期间满足三区

两通道要求。 

3.0.3 健康驿站宜采用标准化、单元式、模块化建设。 

3.0.4 健康驿站的平疫结合设计应综合考虑非疫情期间与

疫情期间的功能要求，编制便捷可行的功能转换方案。 

3.0.5 健康驿站的平疫转换应在卫生健康部门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不宜超过 48 小时。 

3.0.6 改建类健康驿站应先进行医学隔离条件评估，对

符合医学隔离条件的既有建筑进行改造设计。 

3.0.7 平疫转换应遵循安全可靠、便捷转换、易于恢复的原

则，不宜改变结构受力体系和构件受力状态。 

3.0.8 隔离观察房间应满足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的要求。 

3.0.9 健康驿站应采用各室独立的空调系统。 

3.0.10 健康驿站的污废水应设消毒处理设施。 

3.0.11 健康驿站应充分采用信息化技术，加强安全防范、

健康监测、感染控制、物资登记配送、设备运行维护等全

流程的动态管理。 

3.0.12 健康驿站应设置醒目的标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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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和选址 

4.1  规  划 

4.1.1 健康驿站规划应符合城市国土空间规划、卫生设施专

项规划和环保评估的要求。 

4.1.2 健康驿站规划建设应因地制宜，合理规划。 

4.1.3 健康驿站用地面积指标宜按每隔离观察房间 20~40

㎡规划，容积率不宜超过 2.0。 

4.1.4 健康驿站地上建筑面积指标宜按每隔离观察房间 50~

65 ㎡规划。 

4.1.5 健康驿站应为工作人员配套独立生活宿舍区，疫情期

间健康驿站的隔离人员和工作人员数量比例宜为 5：1。 

 

4.2  选  址 

4.2.1 健康驿站选址应依据应对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

的布点要求。 

4.2.2 健康驿站选址应综合考虑非疫情期间使用便捷和疫情

期间对周边环境不利影响。 

4.2.3 隔离观察房间超过 1000 间的健康驿站宜位于在空

港、高铁、高速公路进出口及其它口岸附近。 

4.2.4 健康驿站选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位于地址条件良好、市政配套设施较齐备、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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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环境安静的地段； 

2 应远离污染源、人口密集区域以及托儿所、幼儿

园、学校、社会福利机构、残疾人照护设施等易感人群场

所； 

3 应远离易燃易爆物品的生产和储存区，距离易燃易

爆场所不应小于 50m；  

4 与周边建筑宜设置至少 20m 绿化隔离卫生间距，当

不具备绿化条件时，其隔离卫生间距宜不小于 30m； 

5 改造类健康驿站应当为合法建筑，且应符合国家现

行的建筑结构、消防、抗震、环保等标准要求，配备保证

隔离人员正常生活的设施。 

     6 用地范围内应避免高压输电线、燃气和输油管道主

干道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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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 平 面 

5.0.1 健康驿站各功能区宜预留扩展场地。 

5.0.2 超过 1000 间的隔离区宜分组团设置，每个组团不宜

多于 500 间。 

5.0.3 洁污分流，隔离人员流线和工作人员流线应避免交

叉，物资配送流线和垃圾运输流线应分开。 

5.0.4 工作准备区宜根据当地风向设置在场址主导风向的上

风向。 

5.0.5 垃圾暂存间、污水处理等设施应设置在隔离区内，宜

设置在场址主导风向的下风向。 

5.0.6 健康驿站的场地出入口不应少于 2 处,且距离不宜小

于 10m；污物出口宜独立设置。 

5.0.7 场地出入口附近应设置车辆洗消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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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平疫结合 

6.1  建  筑 

6.1.1 健康驿站中各建筑物出入口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隔离人员、工作人员和污物宜分别设置出入口； 

2 隔离人员出入口处应有大型车停靠、落客的场地，

宜设雨雪遮蔽设施； 

3 工作人员出入口可结合实际需求设置人员、车辆的

停靠场地。 

6.1.2 健康驿站的材料选择和构造设计，应满足耐擦洗、防

腐蚀、防渗漏、便于清洁维护等要求。 

6.1.3 平疫转换后隔离区、缓冲区、工作准备区的各功能房

间应分别做气密性测试；功能房间的机电管道穿越处应采

取密封措施。 

6.1.4 隔离区的电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二层及二层以上隔离观察单元应设电梯； 

2 四层及四层以上隔离观察单元的隔离人员电梯不宜

少于 2 部； 

3 隔离人员和工作人员电梯应分别设置； 

4 宜设置专用的污染物品电梯。 

6.1.5 隔离观察单元应以单人房间为主，可设置一定比例的

家庭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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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隔离观察房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间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14 ㎡； 

2 居住部分的净高不应低于 2.40m； 

3 内应设置卫生间，配置洗漱、厕位、淋浴等设施，

宜设置晾晒空间（或烘干设施）； 

4 不宜与电梯井道贴邻布置； 

5 应设存储空间。 

6.1.7 根据隔离人员的规模和使用需求，可在隔离区内设置

应急医疗用房。 

6.1.8 健康驿站宜设置心理咨询室。 

6.1.9 隔离区内宜设置洗衣房，应按工艺流程进行平面布

置，自成一区。 

6.1.10 建筑主要出入口和电梯宜采用无接触开启方式。 

6.1.11 健康驿站应合理配置工作人员办公室、宿舍等用

房；工作人员宿舍宜依据不同分组分区管理。 

6.1.12 改建的健康驿站，工作准备区可利用既有资源和周

边资源。 

6.1.13 工作人员宿舍宜采用单人间，房间内宜设置卫生

间，并配置洗漱、厕位、淋浴等基本设施。 

6.1.14 厨房应设在工作人员准备区，工作人员餐厅的就餐

空间应采取必要的分隔措施。备餐间宜与送餐通道联系便

捷。 

6.1.15 缓冲区应设置在隔离区和工作准备区之间，宜采用

适于现场配装的成品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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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6 健康驿站的缓冲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作人员进入隔离区，应经过更衣、穿戴防护装

备、缓冲等房间； 

2 工作人员经由隔离区返回工作准备区，应经过一

脱、二脱、淋浴、更衣等房间； 

3 物品运送车辆、涉疫垃圾运输车辆由隔离区返回工

作准备区时，应经过洗消、缓冲等区域； 

4 卫生通过用房应满足至少 5 人同时使用的需要。 

6.1.17 设置厨房的隔离观察房间，疫情时应暂时封闭相关

排风、排烟管道及厨房设施。 

6.1.18 健康驿站宜设置防蚊、防鼠、防蝇等设施。 

6.1.19 健康驿站应满足无障碍通行。 

 

6.2  结  构 

6.2.1 健康驿站应按平疫结合要求，合理确定结构的设计使

用年限，建筑结构的安全等级不应低于二级，抗震设防类

别不应低于标准设防类。 

6.2.2 新建健康驿站应综合考虑设计使用年限、建设周期等

因素，合理确定结构形式。  

6.2.3 健康驿站的结构作用及作用组合应综合考虑非疫情期

间、疫情期间的功能需求。 

6.2.4 既有建筑改建健康驿站前，应按《既有建筑鉴定与加

固通用规范》GB 55021 的要求进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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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地下污水池的混凝土抗渗等级不宜低于 P8，最大裂

缝宽度的限值不宜大于 0.2mm。 

 

6.3  建筑设备 

 

Ⅰ  给水排水 

6.3.1 健康驿站的给水排水系统应满足平时使用，兼顾疫情

期间使用要求；疫情期间人员生活冷水、热水设计参数宜

按照普通旅馆选取。 

6.3.2 卫生器具应满足疫情期间使用要求，缓冲区、医疗功

能用房的卫生器具应采用非手动开关，并应采取防止污水

外溅的措施。 

6.3.3 生活给水泵房、集中生活热水机房、消防泵房及相关

给水设施应设置在工作准备区，远离隔离区以及污水处理

设施、垃圾站等潜在污染源。 

6.3.4 医学隔离观察单元的供水主管井应设置于医学隔离观

察单元的公共部位。 

6.3.5 生活给水系统应采取防止回流污染的措施，且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隔离区、缓冲区生活给水系统宜选用生活水箱加变

频泵的方式供水； 

2 生活水箱容积除应满足疫情期间使用要求外，应考

虑非疫情期间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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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条件不允许，可采用减压型倒流防止器。 

6.3.6 健康驿站应设置生活热水系统，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热水供应系统的选择应结合非疫情期间的使用功

能、管理运行要求； 

2 若采用集中供热系统，应采用闭式系统，并采取灭

菌措施； 

3 灭菌措施可采取供水温度不低于 60℃、定期升温、

设置灭菌设施等。 

6.3.7 健康驿站室内排水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排水系统应采取防止水封破坏的技术措施； 

2 隔离区的卫生间排水系统通气管应单独设置，不应

与其他功能区的通气管合并； 

3 隔离观察房间的卫生间宜污废合流排出。 

6.3.8 健康驿站的排水应根据不同功能区特点分别排放，隔

离区、缓冲区的污水、废水在预消毒前不应与工作准备区

合并排放。 

 6.3.9 隔离区、缓冲区的污水废水应设置强化消毒处理，

并符合下列规定：  

1 污水处理应在化粪池前设置预消毒工艺，预消毒池

的水力停留时间不宜小于 1h；二级消毒池水力停留时间不

应小于 2h；  

2 污水从预消毒池至二级消毒池的水力停留总时间不

应小于 48h；  

3 化粪池污泥和回流至化粪池的污泥总的清掏周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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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小于 360d； 

4 消毒剂的投加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pH 值不应大

于 6.5； 

5 预消毒池前的室外检查井应采用密封井盖。 

6.3.10 工作准备区的污水废水应在排入市政管网前设置消

毒设施，以满足疫情期间的防疫需求。 

6.3.11 健康驿站排水水质应满足当地相关规定的要求。 

 

Ⅱ  通风及空调 

6.3.12 健康驿站空调系统宜采用房间空气调节器、多联式

空调系统或风机盘管系统。 

6.3.13 健康驿站各功能房间室内设计温度宜为冬季 18~2

0℃，夏季 26~28℃。 

6.3.14 健康驿站应按隔离区、缓冲区、工作准备区独立设

置通风系统。 

6.3.15 工作人员由隔离区返回工作准备区的一脱、二脱、

淋浴等房间应设置机械通风，并应控制周边相通房间空气

流向一脱房间；各脱衣室房间排风换气次数不应小于 20 

次／h，室内排风口应设在房间下部，室外排风出口在屋面

高空排放。 

6.3.16 工作准备区宜设计新风系统，新风量宜不小于 2 次/

h；隔离观察房间设置新风系统的，新风量宜按 50 m³/

（h. 人）计算；宜在空调系统循环回风侧设置消毒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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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7 健康驿站的排风系统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按本导则第 2.0.1 规定的每种隔离对象应设置独立

得隔离区排风系统； 

2 各排风系统应通过排风立管至屋面高空排放，除室

外排风机出口外，排风系统不应有正压段； 

3 系统排风机宜按变频控制根据平疫运行需要调节排

风量； 

4 每种隔离对象独立设置的排风机入口宜设置高效过

滤装置或预留增设高效过滤装置的条件； 

5 垃圾暂存间、污水处理及洗衣房等设施应设机械排

风；排风系统的排风出口不应邻近人员活动区，排风出口

在屋面高空排放； 

6 室外排风口与新风进风口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20 m

或垂直距离不应小于 6 m，且排风出口不应低于进风口。 

6.3.18 隔离观察房间的排风量和排风系统设计应满足以下

要求： 

1 隔离观察房间配套的卫生间应设置机械排风，排风

量不低于 12 次/时且排风立管不应与送风立管共用竖井；

各卫生间接至立管的支风管上应设置止回阀； 

2 新建隔离观察房间机械排风量应大于人均 150 m³/

h； 

3 改建隔离观察房间利用原有空调和排风系统时，独

立卫生间排风量不应小于 120 m³/h 且排风量应大于新风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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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9 隔离观察房间的走廊宜满足自然通风要求。 

6.3.20 隔离观察房间的送、排风支管上宜安装手动或电动

密闭阀；密闭阀的开关应方便操作，并有明显标识。 

6.3.21 送、排风机的安装位置应合理。新风应取自室外，

且新风取风口及其周围环境应清洁不被污染。 

 

Ⅲ  电  气 

6.3.22 电气设计应同时满足平时正常运营和疫情期间医学

隔离观察的相关要求。 

6.3.23 健康驿站疫情期间用电负荷等级不应低于平时正常

运营时的负荷等级，同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污水消毒处理设施用电不应低于二级； 

2 隔离观察房间的通风系统用电不应低于二级； 

3 主要通道照明用电不应低于二级，隔离观察房间内

的照明用电不宜低于二级； 

4 工作准备区的公共厨房用电宜为二级负荷； 

5 主要客梯用电不宜低于二级负荷。 

6.3.24 宜在变电所或总配电间等适当位置预留应急柴油发

电机接口。 

6.3.25 配电系统宜按隔离区、工作准备区、缓冲区独立设

置。 

6.3.26 配电箱、配电柜宜设置在配电间或管理用房内。 

6.3.27 隔离观察房间内的一般活动区域照度宜为 100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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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阅读区域的照度宜为 300lx，其他用房照度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 的有关规

定。 

6.3.28 隔离观察房间内电源插座应采用安全型，房间内的

开关、插座、灯具等设备应易于擦拭和消毒。 

6.3.29 公共走道等区域应设置移动消毒设备用电源插座。 

6.3.30 健康驿站建筑宜采用低烟、低毒类线缆。 

6.3.31 装有淋浴器场所的安全防护措施应符合相关技术标

准。 

6.3.32 改造类健康驿站建筑应评估其供电电源是否满足供

电要求。 

 

Ⅳ  智能化 

6.3.33 健康驿站应设置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在出入口、隔

离区、隔离观察单元出入口、走廊、污物存放点以及室外

出入口、主干道、周界等重要部位及隔离人流、物流等重

要环节均应无死角设置监控摄像机。 

6.3.34 健康驿站出入口控制系统应根据管理流线和隔离区

域设置，采用非接触式控制方式。当火灾等紧急情况发生

时应联动控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出入口控制系统工

程设计规范》GB50396 的有关规定。隔离观察房间宜安装

门磁（联网型）或报警探测器。 

6.3.35 健康驿站应按隔离观察单元设置双向对讲系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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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宜设在隔离区的值班室。 

6.3.36 健康驿站应设置有线网络，宜设置无线网络，室内

应实现无线网络信号全覆盖、手机信号全覆盖；工作准备

区宜分别设置内网和外网信息插座。 

6.3.37 隔离观察房间的卫生间宜设置紧急呼叫按钮，宜采

用拉线式报警器，安装于便器旁易于操作的位置，底边距

地宜为 600mm。 

6.3.38 新建项目隔离观察房间的卫生间总排风机应采用集

中控制和工作状态监控的方式，改建项目隔离观察房间的

卫生间总排风机宜采用集中控制和工作状态监控的方式。 

6.3.39 健康驿站应设置与疾控中心、应急指挥中心、相关

医疗机构等的专用通信接口。应为隔离人员提供所在地

区、省份的心理援助热线。 

6.3.40 健康驿站宜设置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支

持向上接入所在地市（或区县）城市大脑平台及公安平

台。改建类健康驿站应充分利用现有信息设施系统、安全

技术防范系统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等智能化系统和设施。 

6.3.41 健康驿站宜利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应用技术，实现

“无接触式”体温监测、场所消毒、医废处理、物资配送、

重点人群体征监测和污物跟踪管理等安全防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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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GB 50352 

《传染病医院建筑设计规范》      GB 50849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        GB 51039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01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  GB 55021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  GB 55020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466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GB 51348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 51309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 50314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48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9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 

《建筑与工业给水排水系统安全性评价标准 》GB/T 51188 

《医学隔离观察设施设计标准》    T/CECS 961 

《综合医院建设标准》            建标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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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隔离观察临时设施设计指南(试行)》 

《浙江省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工作规范 3.0 版》 

《关于印发大型隔离场所建设管理卫生防疫指南（实行）的

通知》（联防联控机制[2021]132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