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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第4部分 制冷及空调系统安

全管理指南
4.2 制度管理
4.2.1 应根据系统实际情况，

建立健全制冷及空调系统管理的
相关规章制度，并应在实践工作
中不断完善。

4.2.2 制冷及空调系统管理
的相关规章制度包括：

a） 岗位职责、值班、交接班、
应急管理、安全管理、作业人员教
育与培训等人员管理类制度；

b） 机房管理、消防管理、动
火管理等空间管理类制度；

c） 设备档案管理，设备操
作，高危作业，设备巡视检查，设
备维修保养，空调系统卫生检测
评价及清洗消毒，防止二次污染，
压力容器、安全装置、仪表定期检
查，工器具及防护用品、安全工具

管理，储备零部件管理，水质管理
等设备管理类制度。

4.2.3 有关防止空调通风系
统二次污染相关的规章制度，应
在感染控制专业人员的参与下，
结合空调通风系统的实际情况制
订。

4.2.4 应严格执行规章制度，
管理人员应定期检查规章制度的
执行情况。

4.3 档案管理
制冷及空调系统档案包括技

术档案、管理档案和运行记录档
案。

4.3.1 技术档案
4.3.1.1 技术性档案应包括设

备明细表及采购资料，主要材料
和设备的出厂合格证明及检（试）
验合格证明，图纸会审记录、设计
变更通知书和竣工图，更新改造

和维修改造技术交底资料及改造
部分竣工图，使用说明书和校正
记录报告，隐蔽工程检查验收记
录，设备、风管和水管系统安装及
检验记录，管道冲洗和试验记录，
设备单机试运转记录，设备使用、
维护手册等内容，空调通风系统
无负荷联合试运转与调试记录，
空调通风系统在有负荷条件下的
综合能效测试报告，与实际相符
的空调通风系统电子版竣工图。

4.3.1.2 制造商或安装方应提
供足够数量的设备使用、维护手
册；手册应包含安全须知，应采用
设备使用国的语言（或多种语
言）。

4.3.1.3 制冷系统使用手册应
符合《制冷系统及热泵 安全与环
境要求》（GB/T 9237）的规定，至
少包括系统的用途，机器和设备
的说明，部件启动、停止和停用的
说明，常见故障的原因和排除措
施，发生紧急情况如泄漏、着火、
爆炸时的防护措施、急救方法和
随后的处理办法，整个系统的维
护说明等信息。

4.3.2 管理档案
管理档案应包括人员培训和

考核，安全管理，应急管理，承包
商管理，配件及耗材使用管理，设
备维修、维护保养管理。

4.3.3 运行记录档案
4.3.3.1 运行档案应包括值班

记录，报修服务记录，安全检查记
录，各系统设备性能参数及易损
易耗配件型号参数名册，设备和
系统部件的大修和更换零配件及
易损件记录，空调系统清洗、消毒
记录，空调末端房间温度、湿度、
二氧化碳浓度记录，空调过滤器
阻力、过滤器清洗、消毒、更换记
录，空调系统事故分析处理记录，
外来人员进出登记，培训考核记
录，应急预案演练记录，全年运行
值班记录和交接班记录，设备运
行记录，日常巡回检查记录，设备
维护保养记录，运行工作日志，年
度运行总结和分析资料，能源消
耗和分析记录等内容。

4.3.3.2 以上资料应填写详
细、准确、清楚，填写人应签名。
使用计算机控制和记录数据，可
用定期打印汇总报表或数据数字
化储存的方式记录，保存运行原
始资料。

4.3.3.3 档案资料应翔实，全

面反映中央空调系统运行基本情
况和安全管理情况，附有必要的
图表，并根据变化及时更新。

4.3.3.4 档案资料应存放整
齐，便于查找、核对，并应分门别
类建立资料清册。

4.3.3.5 可根据本单位的实
际，在中央空调管理部门设专人
保管；也可由档案管理部门统一
保管。

4.3.3.6 空调通风系统的运行
管理策略、控制和使用方法、运行
使用说明及不同工况设置等，应
作为技术资料管理，宜委托专业
机构研究制定，并应在实践中根
据实施情况予以完善。

4.3.3.7 应建立制冷及空调系
统的安全技术档案，包括：设计资
料、产品合格证、安装、调试、验
收、培训、维修、更新和事故处理
等，并做永久保存。

4.3.3.8 管理性档案与技术性
档案应与在用中央空调系统同期
保存。中央空调系统废止后原技
术性档案应继续保存≥5年，原管
理性档案保存≥2年。

（内容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提供）

本报讯（记者杨 须 通讯员
苏 佳 王建坡）8月19日，河南省
医防融合（疾控监督员管理）办公
室在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
立。

成立河南省医防融合（疾控监
督员管理）办公室将为指导全省医
疗机构疾控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
提供组织保障和技术保障，有力促
进医疗机构主动履行公共卫生职
责。

7 月 5 日，河南启动 2024 年医
疗机构疾控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
明确了疾控监督员沟通协调、检查
指导、协助配合三大职责和38项具
体内容。新成立的河南省医防融
合（疾控监督员管理）办公室将依
托省级疾控监督员专家指导组，配
合开展全省疾控监督员试点工作
指导、巡查和考核评估，为疾控监
督员提供业务咨询、技术支持等工
作；与省级医疗机构建立定期会商

机制，就不明原因传染病、传染病
监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风
险因素监测、院感事件等进行形势
研判和风险评估，共同优化调整防
控措施，强化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
应对处置工作中的协同配合；定期
召开工作例会，收集、汇总、分析每
季度各地疾控监督员制度试点报
表等工作情况，查找亮点，总结经
验，向省卫生健康委、省疾病预防
控制局报告医防融合、疾控监督员

制度推进情况等。
“疾控监督员管理是医防协

同、医防融合的重要一环。要大
胆探索，积极尝试，创新工作模
式，不断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
题，切实推动疾控监督员试点工
作取得新成效。”在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副主任、河南省医疗机构
疾控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专家指
导组组长赵东阳看来，成立河南
省医防融合（疾控监督员管理）办

公室，强化卫生健康部门、疾控部
门及疾控机构的外部监督与医疗
机构内部监督协同联动，督促医
疗机构落实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报告等疾病防控主体
责任，建立人才流动、交叉培训、
服务融合、信息共享等机制，对持
续提升医疗机构在传染病监测、
检测、应急及传染病早发现、早报
告、早处置能力水平，推动医防协
同、医防融合持续深化。

河南省医防融合
（疾控监督员管理）办公室成立

8月15日，8岁颅脑外伤
术后患儿可可的家属拿着一
面写有“医德精湛、尽心尽
责，医德高尚、仁心仁术”的
锦旗送到鹤壁市人民医院神
经外科医生张乐手中，感谢
张乐的精湛医术和认真负责
的态度，让孩子重获新生。

7 月 25 日 16 时左右，8
岁的患儿在学校摔伤头部，
出现意识不清，被送到医院，
检查结果显示颅内硬膜外血
肿、颅骨骨折。医生建议为
患儿实施开颅手术。随后，
患儿被紧急转到鹤壁市人民
医院。

患儿被送达医院后，张

乐发现患儿处于深昏迷状
态，双侧瞳孔散大，生理反
射未引出，四肢无反应。患
儿病情危急，随时有呼吸、
心脏骤停的可能。医生完
善相关检查发现，患儿颅内
出血量较之前明显增加。
患儿家属同意急诊手术。
患儿立即通过绿色通道被
紧急送入手术室，在全麻下
进行颅内血肿清除术。手
术用时1小时52分钟，顺利
完成。

在后续的治疗中，患儿
神志逐渐转清，各项生命体
征平稳。目前，患儿恢复良
好，已经顺利出院。

本报讯（记者朱晓
娟）近日，记者从三门峡
市卫生健康委召开的三门
峡市新生儿出生“一件事”
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三
门峡市卫生健康委多措并
举，进一步优化新生儿出
生“一件事”办理流程。

三门峡市卫生健康
委要求，新生儿出生“一
件事”作为群众全生命
周期服务改革起点事
项，各单位要切实围绕
满足群众需求、让办事
更便捷这个导向，优化
流程、联动审批，确保把
好事办好、打造最佳体
验感；业务办理部门可
通过到基层座谈走访等
形式，深入开展改革成
效调研，主动发现问题，
破解难点堵点；要改变

“方便管理”惯性思维，
积极主动向群众解读改
革政策，从群众视角和
需求出发，明确业务操
作要点，提升业务能力
和服务水平，要高标准、
高质量、高速度推进三
门峡市新生儿出生“一
件事”联办工作。

本报讯（记者张 琦）近日，
记者从平顶山市爱卫办获悉，平
顶山市瞄准“科学、严格、精细、长
效”的管理定位，提升“精治、共
治、法治”管理水平，聚焦“五提
升”全力以赴推进城市精细化管
理。

平顶山市不断强化“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推动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进一步完善

城市长效综合管理机制，发挥智
慧化平台综合考核效能的作用，
着力解决城市管理突出问题，推
动城市治理模式创新、治理方式
改进、治理体系完善，不断提升社
会治理效能和人居环境质量，增
强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通过加密巡查频次、拓宽巡
查覆盖面，平顶山市特别加强对
重点路段、低洼地带等进行巡查、
重点盯防，确保第一时间发现并
处理潜在道路及基础设施病害与
塌陷风险，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

芽状态。
平顶山市组建“汽改水”改造

工程前线指挥部，实施“专班+专
人+专责+专案”，强力推进热源厂
改造，红线内、外工程，管网末端
用户不热等“汽改水”改造工程各
项工作；优化提升规划方案、施工
流程，综合确定最佳路径，最大限
度减少道路开挖，明确时间节点，
强化要素保障，加班加点抢抓工
程进度，尽可能压缩工期，降低对
群众出行和生产生活的影响；完
善工作机制，注重施工统筹，按照

“一次破路，同时施工”的要求，在

热力管线施工的同时，结合实际
高标准做好人行步道整修、门头
招牌提升等工作。

平顶山市以宣传劝导为主、
处罚教育为辅，加强告知宣传“门
前五包”责任制相关内容，督促商
户立行立改，尽快恢复街容市貌
秩序；采取错时管理、定人定岗和
车巡的管理方式，实行“上高峰、
巡平峰”勤务模式，对辖区主次干
道、小区、学校周边等重点区域流
动摊点进行全面整治，做到行动
全覆盖、整治零盲区；针对夏日流
动摊贩增多的现象，开展专项整

治，集中力量整顿占道经营、越界
经营乱象。

平顶山市聚焦城管系统重点
环节、重要节点和关键点位，突出
假期、汛期、恶劣天气等重要节
点，开展全覆盖、全方位的排查，
全面摸清各类风险点，制订切合
实际、行之有效的防范措施，持续
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治理；严格落
实应急管理制度，认真执行安全
生产24小时值班、领导干部带班
和事故信息报告等制度，完善应
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全力维护
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平顶山：聚焦“五提升”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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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救治8岁
重型颅脑外伤患儿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张 丽

急救故事

8月18日上午，在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举办的“崇尚人文精神 彰显医
者仁心”中国医师节活动上接受完表
彰，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
主任医师周荣易就赶紧回济源岳父
母家接孩子。得知周荣易要回家的
消息，不少乡亲很早就在他家门口等
他看病，即使下雨也没散去。周荣易
从 14 时到家，一直忙到 23 时。“上午
接受鲜花是组织的认可，下午回家义
诊是乡亲的认可。”周荣易这样说。

1990 年出生的周荣易不是第一
次遇到这样的阵势。周荣易的外公
是个赤脚医生。周荣易小时候经常
跟着外公上山采药。受外公影响，
高考后，周荣易进入河南中医药大
学（当时是河南中医学院）学习中
医，随后又在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博
连读。本科期间，就有不少亲戚找
他咨询健康问题。“当时只是为亲戚
提建议，科普健康知识。由于我给
的建议实用性比较强，亲戚们都比
较认可。”周荣易说，“我读书期间在
家时间较长，特别是寒暑假。看到
乡亲们有这个需要，我就把这个习
惯坚持了下来。工作后，我每年五
一、十一等假期都会抽空回去，帮乡
亲们看病。”

周荣易的爱人是他的本科同学，
两人一起考入南京中医药大学攻读
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又一起回到
河南工作。他和他爱人的亲戚和邻
居也都很熟悉。乡亲们经常向周荣
易的岳父母打听他们回家的时间。

“老人经常小病不当回事、大病
不舍得花钱。找我咨询的很多老人，
不少病情已经比较重了。无论亲疏
远近，我会认真对待每一位乡亲，为
他们排忧解难。”周荣易说。

凡人亮点

﹃
我
会
认
真
对
待
每
一
位
乡
亲
﹄

本
报
记
者

高
玉
元

←8月19日，在濮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科病房，“小
丑医生”为患儿送气球。“小丑医生”是以小丑装扮出现
在医院里的医务人员。他们运用做游戏、吹气球、讲笑
话等手段，为患者带来好心情，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精
神支持，帮助患者更好地配合医务人员工作。濮阳市
妇幼保健院团委自 2017 年 9 月策划开展此项活动以
来，获得患儿及其家属的一致好评。

高玉元 陈述明 王瑞林/摄

近日，漯河市骨科医院
（漯河医专二附院、漯河市立
医院）心血管内科二病区医
师团队联合多学科力量，成
功抢救一名 89 岁骨折后突
发心力衰竭患者。

患者因右股骨折在漯河
市骨科医院中医骨伤科住
院，准备择期进行手术。围
手术期间，患者突然觉得心
慌、胸闷、气短，口唇发绀，不
能平卧。值班医生紧急请心
内科医生会诊并完善检查。
检查结果提示，患者心力衰
竭严重、心功能极差、合并严
重肺部感染、中度贫血。

明确病情后，漯河市骨
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二病区主
任董艳彩立即决定将患者转
入心血管内科二病区进行抢
救，并请呼吸内科、重症医学
科、消化内科医生联合会诊，
制订了详细的诊疗方案，纠
正心力衰竭、抗感染、化痰平
喘、营养支持治疗等。

在多学科联动和心血
管内科二病区医务人员的
精心治疗和悉心照料下，
患者各项指标逐步恢复正
常，胸闷气喘、咳嗽咯痰等
症状也逐渐消失，痊愈出
院。

多学科联合救治89岁
骨折后突发心力衰竭老人

本报记者 王明杰 通讯员 卢 闯 刘 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