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常预防消毒“十问十答”

2022 年 4 月 11 日 星期一 / 本版编辑：罗时珎

徐汇报

资 讯

ZI XUN

11

“场所码”申请与使用指南

市公安局介绍，为方便疫情防控

期间市民办理业务，上海警方梳理推

出了 30 项便民服务举措，市民可以

足不出户全程网办， 也可以延期办

理、容缺办理。

在交通管理方面， 调整机动车

强制报废期， 调整机动车保留原号

牌号码有效期，增加临牌办理次数，

增加转出车辆核发临时号牌权限，

调整互联网预选号牌号码有效期，

延期注销驾驶证， 延长驾驶证逾期

未换证有效期， 调整学习驾驶证明

有效期， 调整驾驶人满分教育记录

单有效期，验车逾期免于处罚，无体

检证明先换证。

在人口管理方面，全程网办居住

登记或居住证，全程网办户籍证明，

全程网办社保卡相关业务，全程网办

敬老卡业务，全程网办实有人口信息

自主填报、实有单位信息自主填报以

及户籍人户分离人员居住登记（限本

人自购或租赁备案登记房屋），延期

换开《准予迁入证明》，延期办理《户

口迁移证》， 容缺办理居住证签注，

全市通办居民身份证。

在治安管理方面，全程网办《养

犬登记证》，延长《养犬登记证》有效

期，全程网办《有无违法犯罪记录证

明》， 开通保安员在线培训及认证上

岗，开展技防项目“云会议”评审，接

受邮寄申请核发《焰火燃放许可证》、

《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等事项，

延长《上海市特种行业许可证》年审

期限，延长技防从业单位年审期限。

在出入境管理方面， 境外人员

（含隔离点内的境外人员） 可通过

“一网通办”PC 端总门户或者扫描

线下二维码， 全程在线完成住宿登

记申报。

在电子证照使用方面，上海公安

机关制发的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居

住证、 驾驶证等实体证件因遗失、损

坏，尚在有效期内的，市民可通过“随

申办”App 以及微信、 支付宝小程序

进行“亮证”，电子证照与实体证件具

有同等效力。

（来源： 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

目前上海市正在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重点场所预防性消毒专项行动，聚焦十大

重点场所，通过“人 - 物 - 环境预防”，防

止疫情扩散，筑牢全社会疫情防控屏障。

日前， 有关专家对日常预防消毒中的十

大问题进行了解答。

问 1： 预防性消毒的作用是什么?

� �答： 预防性消毒的目的在于“预防”，

主要针对人员经常活动区域内的环境或

接触的物品、对象等，如公共场所、交通工

具、学校、养老院等的空气、公用物品、物

体表面、餐具、织物、垃圾等进行消毒处

理，杀灭病原微生物，降低感染风险。

问 2： 日常预防消毒的关键点有哪些?

� � 答： 首先，选择合法、有效的消毒产

品，并按照备案的消毒剂(或器械)使用说

明书的使用范围、消毒浓度、消毒方法和

消毒时间来操作。 其次，选择合适的消毒

方法(擦拭、浸泡、喷洒、喷雾)，同时做好

个人防护。 在消毒前，要做好清洁。 在消

毒后，必要时要去除残留(部分可自然分

解的消毒剂除外)。 不要混合使用消毒剂。

消毒应遵循一定的顺序，如先内后外、尽

量单向等。

问 3： 如何做好物体表面消毒?

� �答： 对于相对清洁的物品，可以使用

250-500 毫克 / 升的含氯 (溴) 消毒液或

100-250 毫克 / 升的二氧化氟消毒液作

用 10-30 分钟。 对于污染较重的物品，

可以使用 500-1000 毫克 / 升的含氧(溴)

消毒液或 250-500 毫克 / 升的二氧化氯

消毒液作用 10-30 分钟。 对于严重污染

的物品，还可继续增加浓度或延长消毒

时间。 对于经常接触的物品，还可以增

加消毒频次，如从每天一次增加至每天

2-3 次。

问 4： 如何做好室内空气消毒?

� �答： 优先开窗通风，推荐持续开窗通

风，如果不能持续开窗通风，则应每日上、

下午至少各开窗 1 次、每次 30 分钟以上。

如果不能开窗通风或通风不良，则可使用

电风扇、排风扇等机械通风方式。 必要时

可使用循环风空气消毒机消毒，并应持续

开机消毒。 在使用循环风空气消毒机时，

应关闭门窗。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使用

循环风空气消毒机和进行维护，并确认其

使用时房间中可否有人以及适用面积。

选择空气消毒机时，应查询该产品是否已

备案。

问 5： 如何做好手消毒?

� �答： 按“七步洗手法”(内、外、夹、弓、

大、立、腕)揉搓，尽量用流动的水，并使用

肥皂或洗手液，时间不少于 20 秒。 选用

含醇速干手消毒剂或醇类复配速干手消

毒剂，或直接用 75%乙醇进行擦拭消毒。

对于醇类过敏者，可选择季铵盐类等有效

的非醇类手消毒剂。 在有肉眼可见的污

染物时， 应先使用洗手液在流动水下洗

手，然后按上述方法消毒。

问 6： 家庭常用消毒剂有哪些?

� �答： 在特殊时期内，选用的消毒剂多

为高水平或中水平消毒剂，主要包括含氯

消毒剂(84 消毒液、二氯或三氯异氰尿酸

钠、漂白粉等)、过氧化物类消毒剂(过氧

化氢、二氧化氯等)、醇类消毒剂、碘类消

毒剂等以及一些消毒湿巾。 衣物、空调、

洗衣机、电冰箱等消毒剂不在此列，可保

留使用，并加入上述消毒剂。

问 7： 为什么不能对外环境、对人消毒?

� �答： 在室外空气中，病毒阳性的概率

微乎其微，因为即使户外出现含有病毒的

气溶胶，流通空气也会迅速将其分解、稀

释、流通，几乎不具备传染性，并且对室外

进行喷洒消毒达不到消毒所要求的消毒

液使用量、消毒时间，除了浪费人力、财力

和破坏环境外，没有任何消毒效果。

在正常情况下，个人外衣携带新冠病

毒的概率较小。 设立人行通道等用化学

消毒液对人体直接喷洒，因为喷洒时间太

短、喷洒量太少，起不到消毒效果，而且化

学消毒剂尤其在高浓度状态下，有刺激性

和腐蚀性等，会引起人体的二次伤害，甚

至会引起呼吸道灼伤、哮喘等症状。

问 8： 如何做好垃圾消毒?

� �答： 对于家庭等社区垃圾，如果没有

明确的阳性感染者污染，可正常作为生活

垃圾分类丢弃和处理， 不需对垃圾消毒。

如果怀疑受到污染， 则应对垃圾喷洒

10000-20000 毫克 / 升的含氯(溴)消毒液

作用 60 分钟 ， 对垃圾包装袋喷洒

1000-2000 毫克 / 升的含氯(溴)消毒液作

用 30 分钟，对垃圾桶喷洒 1000-2000 豪

克 / 升的含氯(溴)消毒液作用 30 分钟。

问 9： 如何做好餐具消毒?

� � 答： 首选煮沸消毒 15-30 分钟，或

流通蒸汽消毒 30 分钟 。 也可使用

250-500 毫克 / 升的含氯(溴)消毒液浸泡

30 分钟后， 再用清水洗净。 需要注意的

是，煮沸消毒或流通蒸汽消毒的时间应从

煮沸和蒸汽注入开始算起，而非开始加热

的时间。 在流通蒸汽消毒时，餐具摆放应

有空隙， 不得紧密摆放。 在浸泡消毒时，

则应保证餐具完全浸没，其间如有新的餐

具放入，重新计算时间。 在消毒前，应做

好清洁工作。

问 10： 消毒剂可分装后使用吗?

� �答： 如果日常使用的消毒剂较少，一

般建议选择购买小包装的消毒剂，不建议

分装后使用，因为在自行分装时易造成污

染，而且消毒剂易挥发，开瓶后使用时间

较长会导致消毒剂的浓度有所下降。 如

果配制成消毒液后确实需要分装，则应做

好标识， 避免误服误用， 并尽快用完。

（来源： 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

市公安局推出 30条便民服务举措

市大数据中心介绍， 在人员密集的

重点场所加强健康核验和入场登记是强

化疫情常态化防控的重要举措。 为提升

核验登记的精准性、有效性，同时方便市

民日常通行， 本市全面部署推进“场所

码”“健康核验一体机”（又称“数字哨

兵”）服务(两者任选其一)。 在进入重点场

所时，市民通过“随申办”移动端（App、小

程序）以及微信、支付宝扫描“场所码”

后，即可完成健康核验和场所登记。

通过“场所码”扫码，不但可快速实现

常用的“随申码”亮码及疫情防控相关信息

核验，还可自动完成场所登记，提高通行和

场所登记管理效率。 在局部发生疫情的情

况下， 可以通过确诊病例或密接者的扫码

记录，快速关联到其他扫描过该“场所码”

的人员，便于相关部门开展快速流调、精准

排查，帮助防止疫情扩散。“场所码”服务按

照最小够用的原则， 对所有扫码记录进行

严格的统一安全管理，数据实施加密处理，

可有效避免公民个人信息泄露于不同管理

场所，切实保护市民的个人隐私。

注册地在本市的单位（包括政府机

关、公共服务机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

都可以通过“随申办”移动端和“一网通

办”PC 端快速申请“场所码”。

一是可以通过“随申办” 移动端申

请。单位法人或授权经办人打开“随申办”

App 或“随申办”微信、支付宝的小程序，

搜索“场所码”或打开首页“防疫工具包”，

进入后点击“场所码”。在进入“场所码”申

请页面后，填写相关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

“提交”。 在单位信息核验通过后，用户点

击“我的记录”，可以查看本人申请的“场

所码”记录和本单位的“场所码”申请记

录，并可选择下载。

二是可以通过“一网通办”PC 端申

请。单位法人或员工可通过“法人一证通”

或电子营业执照登录“随申码”开放平台

（PC 版），点击申请“场所码”。填写相关信

息并审核通过后即可下载使用。每个单位

通过移动端最多可申请 20 个“场所码”，

如需更多可用“法人一证通”或电子营业

执照登录“随申码”开放平台（网址： qr-

code.sh.gov.cn�） 申请下载。 单位可以将

“场所码”打印后张贴在场所出入口，出入

人员只要扫一扫，即可完成人员健康状态

核验和场所登记。

市民进入重点场所时，应当通过“随申

办”移动端（App、小程序）以及微信、支付

宝的“扫一扫” 功能扫描重点场所张贴的

“场所码”，也可通过重点场所部署的“数字

哨兵”扫描“随申码”或读取身份证进行核

验。 （来源： 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