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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室内环境与健康研究进展报告2012》，本书是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分会历
时一年多的时间筹划并组织编写的，它凝聚了我国室内环境领域的众多专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
认知，总结了我国目前室内环境与健康研究进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为关心和从事“室内环境与健
康”的人员提供了宝贵资料，也为国家“十二五”城镇人居环境改善规划提供了科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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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7.1.3室内环境工程控制在传染病控制中的作用 众多研究表明，室内环境是呼吸道传
染病爆发的最重要的场所，室内气流组织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重点包括医院、学校、飞机等公共场
所和交通工具内。
一般病原微生物在空气中不易繁殖，因为太阳光照、温度、湿度、气体流动等因素不适于病原微生物
的生存。
但是在室内，尤其是阴暗、潮湿、通风不良、温暖的空气中，可短期存在较多的空气传播病原微生物
，如流感病毒、结核杆菌、白喉杆菌、溶血性链球菌、金黄葡萄球菌等，在适宜的室内空气环境中，
它们可以生存并繁殖，造成疾病的传播。
“组织了一个包括传染病学、流行病学、暖通工程等背景的专家对最近几十年所公开发表的原创论文
进行了系统性综合分析，发现通风和气流组织在一些疾病的爆发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近年来，随着呼吸道传染病疫情的频繁爆发，人们日益认识到室内空气质量与建筑空调系统之间的关
系，在医疗建筑内尤为突出。
2003年我国SARS疫情的肆虐，医院内交叉感染使医护人员感染严重，疫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凸显了负压隔离病房的重要性。
在配备集中空调系统的建筑内，空调系统与空气传染病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它的通风系统，空调风管把
各个空调房间串在了一起，这样病毒颗粒就有可能随着空气通过风管得以传播和扩散，因此空调系统
就成为防范病毒扩散的重要部位；而在无中央空调系统的建筑，如教室、学生宿舍、办公室等小空间
建筑内，自然通风是主要的通风方式，人员密度较大、通风量不足的情况下，容易造成各类病原微生
物繁殖及传播。
 SARS的爆发流行，使得传染病的控制，特别是空气传染病的控制，得到了充分重视。
2004年我国卫生部对全国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状况进行抽检，抽检情况报告[10]中指出：
根据《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规定的评价标准，在抽检的937家公共场所中，属于严重
污染的集中空调通过系统占47.1％，中等污染的占46.7％，合格的仅占6.2％。
抽检合格率较高的省份有江苏、广东、湖北、辽宁和河南省，而河北、山东、广西三省区抽检的全部
属于严重污染。
卫生抽检暴露出的问题主要为多数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风管内积尘量大，设计也存在很多不足，达不到
应有的新风补充量，缺乏清洁消毒设施。
这些空调系统的缺陷容易在空气传播疾病爆发时造成疫情的扩散，并可能对人们的健康造成危害。
为了预防空气传播疾病在公共场所的传播，保障公众健康，卫生部制定了一系列相关规范及管理条例
，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
生管理办法》、《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等。
为贯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各地结合现状新建或改建传染病医院、隔离观察室及传染病
区等，但缺乏完善、统一的标准及规定。
为了提高室内空气质量，同时满足人们舒适性及健康的要求，如何改善室内空气环境，控制传染病在
室内的传播成为我们对建筑空调技术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7.1.4医院隔离病房设计 医院隔离病房一般可以分为传染性隔离病房和保护性隔离病房。
传染性隔离病房也称负压隔离病房，主要用来收治空气传播疾病患者，如SARS、麻疹、水痘、肺结核
等；保护性隔离病房通常为正压隔离病房，主要用于保护对传染抵抗力弱的病人，如HIV、艾滋病、
肝炎等。
本章主要介绍医院负压传染性隔离病房的设计，正压保护性隔离病房不作详细介绍，下文提及的隔离
病房即为负压隔离病房。
负压隔离病房的主要功用为：利用负压原理组织病原微生物向外扩散，同时将室内被患者污染的空气
经特殊处理后排放，保证环境不受污染；通过通风换气及合理的气流组织，稀释病房内的病原微生物
浓度，并使医护人员处于有利的风向段，保证医护人员工作安全。
 医院隔离病房的设计中主要有四个因素影响空气传染病传播：（1）压差：隔离病房对邻室保持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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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的负压，可以防止室内污染性空气经缝隙外泄，长期以来保持负压被认为是控制污染扩散的最重
要的因素。
（2）气流组织：气流是影响室内空气传染病传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合理的气流组织形式可以有
效的稀释和排除隔离病房内的污染性空气。
在乱流情况下室内气流会很快混合，特别是存在涡流时会出现污染死区，污染很难尽快排除，导致感
染的风险增大。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室内环境与健康研究进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