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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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部分 燃气系统安全管理

指南
5.1.3 调压装置的设置要求
5.1.3.1 宜露天设置，但应设

置围墙、护栏或车挡。
5.1.3.2 调压装置进口压力不

大于 0.4MPa（兆帕），或锅炉调压
装置进口压力不大于0.8MPa时，
可设置在用气建筑物专用单层毗
连建筑物内。该建筑物耐火等级
不应低于二级，并应具有轻型结
构屋顶爆炸泄压口及向外开启的
门窗，地面应采用撞击时不会产
生火花的材料，室内电气、照明装
置应符合《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
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
的“1区”设计的规定；室内通风换
气次数不应小于2次/h（小时）；该
建筑物与相邻建筑应用无门窗和
洞口的防火墙隔开，与其他建筑
物、构筑物水平净距应符合规范

规定。
5.1.3.3 当受到地上条件限

制，且调压装置进口压力不大于
0.4MPa 时，可设置在地下单独的
建筑物内或地下单独的箱体内；
液化石油气和相对密度大于0.75
的燃气，调压装置不得设置在地
下室、半地下室内和地下单独的
箱体内。

5.1.3.4 当调压装置进口压力
不大于0.2MPa时，可设置在公共
建筑的顶层房间内：房间应靠建
筑外墙，不应布置在人员密集房
间的上面或贴邻；房间内应设有
连续通风装置，并能保证通风换
气次数不小于3次/h；房间内应设
置燃气浓度检测监控仪表及声、
光报警装置。该装置应与通风设
施和紧急切断阀连锁，并将信号
引入该建筑物监控室；调压装置
应设有超压自动切断保护装置；

室外进口管道应设有阀门，并能
在地面操作。

5.1.3.5 当调压装置进口压力
不大于 0.4MPa，且调压器进出口
管径不大于 DN100（公称直径是
100 毫米）时，可设置在用气建筑
物的平屋顶上，但应符合下列条
件：应在屋顶承重结构受力允许
的条件下，且该建筑物耐火等级
不应低于二级；建筑物应有通向
屋顶的楼梯；调压箱、柜（或露天
调压装置）与建筑物烟囱的水平
净距不应小于5m（米）。

5.1.4 燃气引入管敷设位置
要求

燃气引入管敷设位置不得敷
设在卧室、卫生间、易燃或易爆品
的仓库、有腐蚀性介质的房间、发
电间、配电间、变电室、不使用燃
气的空调机房、通风机房、计算机
房、电缆沟、暖气沟、烟道和进风
道、垃圾道等地方，宜设在使用燃
气的房间或燃气表间内。

5.1.5 室内燃气管道的设置
要求

5.1.5.1 室内燃气管道宜选用
钢管，也可选用铜管、铝塑复合管
和连接软管，并应分别符合相应
规范规定。

5.1.5.2 室内燃气管道立管宜

明设，不得敷设在卧室或卫生间
内，穿过通风不良的吊顶时应设
置在套管内；当设置在便于安装
和检修的管道竖井内时，应符合
相应的要求，且燃气管道应涂黄
色防腐识别漆。

5.1.5.3 燃气水平干管宜明
设，当建筑设计有特殊美观要求
时可敷设在能安全操作、通风良
好和检修方便的吊顶内；当吊顶
内设有可能产生明火的电气设备
或空调回风管时，燃气干管宜设
在与吊顶底平的独立密封∩型管
槽内，管槽底宜采用可卸式活动
百叶或带孔板。

5.1.5.4 室内燃气水平干管和
立管不应穿过易燃易爆品仓库、
配电间、变电室、电缆沟、烟道、进
风道和电梯井、疏散楼梯间等，穿
过承重墙、地板或楼板时必须加
钢套管。

5.1.5.5 燃气水平干管不宜穿
过建筑物的沉降缝。

5.1.5.6 燃气管道不应敷设在
潮湿或有腐蚀性介质的房间内。
当确需敷设时，必须采取防腐蚀
措施。

5.1.5.7 燃 气 支 管 宜 明 设 。
沿墙、柱、楼板和加热设备构件上
明设的燃气管道应采用管支架、

管卡或吊卡固定。固定件的安装
不应妨碍管道的自由膨胀和收
缩。

5.1.6 地下室、半地下室、设
备层和地上密闭房间敷设燃气管
道的要求

5.1.6.1 净高不宜小于2.2m。
5.1.6.2 应有良好的通风设

施，房间换气次数不得小于3次/h；
并应有独立的事故机械通风设
施，其换气次数不应小于6次/h。

5.1.6.3 应有固定的防爆照明
设备。

5.1.6.4 应采用非燃烧体实体
墙与电话间、变配电室、修理间、
储藏室、卧室、休息室隔开。

5.1.6.5 应按规定设置燃气监
控设施。

5.1.6.6 燃气管道的管材、管
件及阀门、阀件的公称压力应按
提高一个压力等级使用。

5.1.6.7 当燃气管道与其他管
道平行敷设时，应敷设在其他管
道的外侧。

5.1.6.8 地下室内燃气管道末
端应设放散管，并引出地上。放
散管的出口位置应保证吹扫放散
时的安全和卫生要求。

（内容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提供）

“健康郑州号”地铁专列发车
本报记者 丁 玲 通讯员 林 昆 文/图

7 月 30 日上午，郑州市
专门为群众打造的移动健康
大课堂——“健康郑州号”地
铁专列在郑州地铁五号线上
正式发车。

一踏入车厢，温馨而富
有教育意义的氛围扑面而
来。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郑州市中心医院、郑州人民
医院、河南省儿童医院、郑州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郑州
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联合订
制了专属车厢，将健康科普
小知识以图文形式展现在乘
客眼前。墙壁、扶手都仿佛
化身为知识的传递者，让乘
客在通勤中也能学习健康知
识。

当天，以“强国复兴有
我，‘医’心为民，为‘健康’打
卡”为主题的第 4 场健康集
市也在地铁上拉开帷幕。健
康集市与地铁专列相结合为
市民带来了一场集健康宣
传、互动体验与知识普及于
一体的健康之旅。

地铁上，郑州市中医院
营养科主任梁行扮演的岐
伯教大家碎片化健身。翘首
望 月 、揽 月 入 怀 、漫 步 云
端……一套动作下来，不仅
可以瘦腰瘦腿瘦小腹，还能

愉悦心情。
河南省儿童医院的医务

人员围绕儿童日常生活中可
能遇到的意外伤害场景，向
乘客进行科普。

同时，郑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的医务人员在地铁车厢
内开展眼保健操教学。随着
医务人员的示范，乘客们纷
纷放下手机，认真按压穴位，
放松眼部。

郑州市中心医院也根据
医院的特点，向乘客们提问
了一些健康小问题，让乘客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健
康知识。

郑州人民医院的医务人
员还带领乘客一起做起了消
气操。简单易学的消气操，
既能够有效缓解久坐带来的
肌肉僵硬和疲劳，又能帮助
乘客放松心情，释放压力。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在
七里河站举办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 AED（自动体外除颤
器）急救演示活动。医务人
员通过模拟突发心脏骤停的
情景，向群众详细讲解了
AED 的使用步骤和心肺复
苏术的操作要领，强调了“黄
金 4 分钟”的急救理念。群
众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学
习了AED的操作。

本报讯（记者乔晓娜 通讯员唐李
阳 张贵彦）记者从南阳市紧急医疗救援
中心 7 月 31 日至 8 月 1 日举办的全市院
前急救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上了解到，
本次参训人员主要为各级 120 急救站工
作人员和准备从事院前急救工作的相关
人员，包括医生、护士、司机和调度员，预
计培训 1500 人，旨在通过系统、全面、实
用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让学员掌握
院前急救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操作
流程，提升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变能力和
实际操作能力。

在南阳市卫生健康体育委的指导下，
南阳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积极探索创新
培训模式，严把入口关，采取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依托市级医疗集团、医共体
和县医院进行初步培训、夯实基础，市级
培训突出重点、指导提升。

南阳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南阳市
卫生应急物资储备中心）除了负责日常
120急救呼叫受理和院前急救指挥调度，
还承担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紧急医疗救
援以及重大活动、重要会议的应急医疗
保障工作，负责指导、协调全市院前急救
和紧急医疗救援网络体系建设、医疗急
救人员业务培训、宣传普及社会公众卫
生急救知识和技能，以及医疗应急物资
的收储、轮换、应急保供、安全保障等多
项工作职能。

近年来，南阳市不断健全和完善全市
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不断提高应对突发公
共事件紧急医疗救援和应急处置能力。
目前，全市共有急救指挥调度机构12个、
紧急医疗救援人员2500余名（含医生、护
士、司机和调度员），设置调度席位50个，
设立各级急救站167个，配备院前救护车
453辆（含负压救护车102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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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在传承工作建设方面，

省卫生健康委要求，中医药
传承工作室一要收集整理
代表性传承专家的典型医
案（教案）、处方等原始资
料，以及开展传承工作过程
中的跟师笔记、跟师医案、
读书临证心得等相关资料，
建立临证经验和文献数据
库；二要对代表性传承专家
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挖
掘整理研究，提炼形成学术
观点和临床经验，发表论文
或出版专著等；三要结合代
表性传承专家学术观点和
临床经验，筛选妇幼健康领
域中医治疗优势病种和适
宜技术，重点选择专家擅长
治疗的 3 个~5 个常见病、疑
难病进行系统的总结研究，
形成相应的临床诊疗方案，
推广应用于临床；四要结合
工作实际，鼓励开展代表性
传承专家学术观点和临床
经验相关课题的研究。

在人才培养建设方面，
省卫生健康委要求，妇幼保
健机构中医药传承工作室要
制订传承培养计划，重点培
养传承团队中1名~2名的中
医药相关专业传承人。中医
药传承专家要接受对应妇幼
保健机构的学习人员，通过
临床跟师带教、典籍研读、临
证思辨探讨、文化学习、定期
考核等方式，培养妇幼保健
机构进修学习人员 5 名~10

名；同时，鼓励妇幼保健机
构培育中医药临床和科研
人才。省卫生健康委会同
省中医药管理局将对设置
传承工作室的妇幼保健机
构在申报青苗人才等项目
上予以政策倾斜。河南还
将举办省级中医药继续教
育项目，促进妇幼健康领域
中医药人才的培养。

在管理制度建设方面，
省卫生健康委要求，第一批
妇幼保健机构要做好传承
工作室信息资料收集整理
工作，每个传承工作室每年
收集整理临床医案、诊疗方
案、影像资料等建设成果要
不少于60份，并建立日常管
理制度、经费使用制度、学
习培训制度、跟师带教制度
等，探索形成定期预约就诊
制度、线上会诊制度、双向
转诊制度等临床诊疗制度，
探索建立管理运行、专家咨
询、绩效评价、政策保障等
各类长效机制。

河南省妇幼保健机构
中医药传承工作室建设分
步骤实施。省卫生健康委
提出，今年 7 月~12 月，为基
础建设阶段，14家妇幼保健
机构要完成示教室、观摩
室、资料室等建设，配备基
础设备物资并选定1名~2名
代表性专家学术经验传承
人进行全脱产培养；明年全
年，河南将全面开展建设工
作。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
员李元林 董一鸣）7月30日，漯河
市中心医院医疗健康集团揭牌。

漯河市中心医院医疗健康集
团由漯河市中心医院牵头，漯河市
骨科医院、漯河市第六人民医院、

漯河市传染病医院及漯河市中心
医院两个分院共同组成，共设立6
个院区，分别是中心院区、骨科院
区、心血管院区、传染病院区、西城
院区、友爱街院区。根据各院区的
基础和特色明确功能定位，在资源

整合、技术交流、人力培养、信息化
建设等方面加强合作，促进优质医
疗资源的贯通共享、合理流动。

漯河市要求，各有关部门要把
思想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
署上来，深刻认识组建医疗健康集

团的重要性、必要性，共同推动集
团高质量发展。坚持内涵式发展，
围绕“医疗资源得整合、服务能力
得提升、群众治疗得保障、医疗机
构得发展、医保基金得安全、党委
政府得民心”的目标，奋力打造医

疗健康集团建设的漯河模式、漯河
样板和漯河品牌。市专班要发挥
好牵头作用，各成员单位要搞好配
合联动，切实解决工作推进中的困
难和问题，确保医疗健康集团实现
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运营。

漯河市中心医院医疗健康集团揭牌

本报讯（记者侯少飞 通讯
员郭永伟）7月31日，记者从周口
市卫生健康委科教科获悉，周口
市中心医院社会类型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医师（以下简称住培医
师）的年度体检活动结束，旨在全
面了解住培医师的身体健康状
况，确保他们在紧张的学习与工
作中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此次体检活动于 7 月 1 日开
始，在周口市中心医院健康管理
中心进行，体检对象覆盖全院所
有社会类型的住培医师及周口市
中心医院的住培医师，体检项目
包含 B 超、血常规、尿常规、肝肾
功能等。同时，医院还特别邀请
了资深专家现场坐诊，为住培医
师提供健康咨询和建议。

据了解，为了确保体检工作
的顺利进行，周口市中心医院提
前组织相关部门进行筹备工作，
包括体检项目的选定、体检流程
的优化以及体检时间的安排等。
在体检过程中，住培医师积极配
合，秩序井然。通过此次体检，住
培医师不仅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
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还学到了很

多健康知识和自我保健的方法。
体检工作结束后，周口市中

心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对所有住培
医师的体检结果进行汇总分析，
并为每位住培医师建立健康档
案。对于体检中发现的问题，该
院将及时与住培医师沟通，并提
供专业的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

周口市中心医院健康管理中

心负责人介绍，此次体检活动的
举办不仅增强了住培医师的健康
意识，还为医院住培工作的顺利
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未来工
作中，医院将继续秉承“以人为
本”的教育理念，一切从住培医师
的利益出发，不断提升教学和管
理水平，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医学
人才贡献力量。

周口市中心医院住培医师体检结束

↑近日，在焦作市预防接种技能竞赛现场，参赛选手
进行技能操作。当天，由焦作市卫生健康委、市疾病预防
控制局主办，焦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办的预防接种技
能竞赛举办。此次技能竞赛分为理论考试和技能操作两
项，技能操作分为疾病控制组和预防接种组。

王正勋 侯林峰 王中贺/摄

↑近日，在新乡县古固寨镇祥和社区祥和门诊部，新
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医务人员为基层医生传授先进管
理理念。当天，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临床医技第三党
总支第二党支部7名党员到祥和门诊部开展“发挥检验专
业优势，助力基层技术提升”主题党日活动，把省级医院检
验科的先进管理理念和优质技术资源送到基层医生身边，
助力基层医生检验技术的提升。 刘燕子/摄

图①①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务人员教乘客做眼
保健操。

图②②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医务人员指导群众进
行心肺复苏术操作。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