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冠病毒核酸采样质量管理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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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领导小组、指挥部）：

为进一步加强新冠病毒核酸采样质量管理，提高核酸采样

的规范性和准确性，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优质的核酸采样服

务，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核酸采样的重要性

核酸采样是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重要环节。采样的规范操

作、人员培训和组织管理，直接关系到检测结果的准确可靠

和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核酸采样管理不当，不仅可能导致

检测结果不准确，还可能出现人员之间交叉感染，给疫情防

控带来不利影响。各地要高度重视核酸采样管理工作，以问

题为导向，采取针对性措施，狠抓落地实施，规范采样环节

管理，不断提高核酸采样质量。

二、确保采样人员符合资质



各地要严格核酸采样人员的资质管理，在现有医务人员基

础上，将民营医院、零售药店、学校医务室以及企事业单位

中具有卫生相关专业技术职业资格的人员纳入采样人员队

伍，经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规范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方可

从事核酸采样工作。采样人员的调配使用尽量不挤占正常医

疗资源，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需求。

三、规范开展核酸采样培训

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按照《医疗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检测工作手册（试行第二版）》和《新冠病毒核酸采样培

训方案》（见附件），规范做好核酸采样的组织、培训、考

核等相关工作。通过制作培训视频、组织实操培训等，使采

样人员熟练掌握口咽拭子、鼻咽拭子等常用采集方法，正确

穿脱使用个人防护用品，落实各项感染控制措施。不得通过

视频培训取代实操培训。

四、加强核酸采样质量控制

各地要切实加强核酸采样的质量控制，按照“不培训不上

岗，培训不合格不上岗”的原则，确保采样人员操作和行为

科学规范。同时，各核酸检测机构进一步做好室内质控，通

过分析检测试剂的内参数据，监测采样拭子是否采集到细胞，

以反映和改进采样质量。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组织开展核酸



采样现场巡回抽查，及时发现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意

见。

五、做好核酸采样的组织管理

各地要进一步加强核酸采样点的组织管理，指导各采样点

配备足够的采样人员、辅助人员或志愿者等，合理安排采样

人员排班和休息，提供相应后勤服务，落实关心关爱医务人

员的有关要求，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核酸采样服务。

附件：新冠病毒核酸采样培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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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冠病毒核酸采样培训方案

为指导各地做好核酸采样人员的培训工作，规范采样过程，

保证采样质量，防止可能出现的交叉感染，制定本方案。

一、培训组织

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专业机构，负责制定培

训课件和培训课程安排，组织开展核酸采样考核。考核合格

者，获得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专业机构制发的采样

培训合格证书。

二、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口咽拭子、鼻咽拭子采集方法，个人防

护，以及感染控制等内容。培训时间至少 1 天，包括理论培

训和操作实践培训。

（一）口咽及鼻咽拭子采样。



1.口咽拭子采集方法。被采人员采取头部微仰、口张大的

姿势，露出两侧咽扁桃体。口咽拭子采样的关键点是将拭子

越过舌根，在两侧咽扁桃体稍微用力来回擦拭至少 3 次，然

后再在咽后壁上下擦拭至少 3 次。取样完毕后，将拭子头放

入含病毒保存液的收集管中，拭子折断点置于管口处，稍用

力折断使拭子头落入采集管的液体中，弃去折断后的拭子杆，

旋紧管盖，将采集管置于稳定的置物架上。每例采集后采样

人员均应进行手消毒。

2.鼻咽拭子采集方法。采样人员手执拭子贴鼻孔进入，沿

下鼻道的底部向后缓缓深入，由于鼻道呈弧形，不可用力过

猛，以免发生外伤出血。待拭子顶端到达鼻咽腔后壁时，轻

轻旋转一周（如遇反射性咳嗽，应停留片刻），然后缓缓取

出拭子，将拭子头浸入含 2～3ml 病毒保存液的管中。

如进行多人混采，还应当注意混合拭子的规范操作。以

10合1混采为例，依照上述采集方法依次采集其余9支拭子，

将完成采集的拭子放入同一采集管中，动作轻柔，避免气溶

胶产生。连续采集 10 支拭子以后，旋紧管盖，防止溢洒。

如采集管内拭子不足 10 支，应做好特殊标记并记录。

（二）采样人员个人防护。个人防护包括，正确穿脱个人

防护装备（包括：医用防护口罩、乳胶手套、防护面屏或护

目镜、隔离衣或防护服、工作帽），规范进行手卫生。



个人防护用品穿戴顺序为，戴医用防护口罩和工作帽，穿

隔离衣或防护服，戴防护面屏或护目镜，戴手套。戴口罩后

应进行口罩密闭性测试，确保密闭性良好。使用中口罩如遇

污染或潮湿，手套、防护服如遇污染或破损，应及时更换。

脱去个人防护用品前，需先进行手卫生，然后依次摘防护

面屏或护目镜，脱去隔离衣或防护服、手套，摘脱帽子和医

用防护口罩。脱摘过程中，污染面切勿接触内部衣物，每步

之前及之后均需做好手卫生，并保证手不接触污染面。

（三）感染控制。

1.采样点设置分区。采样点应选择空旷、通风良好的场地，

划分为等候区、采集区、缓冲区、临时隔离区和医疗废物暂

存区，有效分散待检人员密度。（1）等候区。设置人行通

道，同时设置安全距离保证等候人员的防护安全。根据天气

条件配备保温、降温，遮阳、遮雨等设施。（2）采集区。

根据气候条件，配备帐篷、冷/暖风扇、适量桌椅。配备采

集用消毒用品、拭子、病毒采集管，并应当为被采人员准备

纸巾、呕吐袋和口罩备用。标本如无法及时运送至实验室，

需准备 4℃冰箱或低温保存箱暂存。（3）缓冲区。空间应当

相对密闭，可供采样人员更换个人防护用品，放置与采样点

规模相匹配的防护用品、采集用消毒用品、拭子和采集管，

户外消杀设备。（4）临时隔离区。用于暂时隔离在采集过



程中发现的疑似患者或高危人群。（5）医疗废物暂存区。

用于暂存医疗废物，并做好收集、包装、无害化处理、交接

等工作。

2.做好清洁消毒。采集标本时严格执行手卫生，一采一手

消毒，即在完成上一个人员标本采集后，必须进行手消毒，

才能进行下一个采集操作。在采样过程中应注意感染防控，

除拭子外，其他部位不得触碰被采人员，防止发生交叉感染。

采样现场工作结束后，应做好医疗器械、物品、物体表面等

清洁与消毒。使用清水和清洁剂彻底清洁环境表面，并使用

有效消毒剂对环境物体表面，尤其是高频接触部位进行规范

消毒。对患者呼吸道分泌物、排泄物、呕吐物进行规范处理。

3.避免人群聚集。采样点需设立清晰的指引标识，保证人

员单向流动，并明确采样流程和注意事项。做好采样现场精

细化组织管理，由工作人员、志愿者维护工作秩序的同时，

鼓励通过物理手段，严格落实安全距离间隔要求。

三、考核

考核内容包括采样操作、个人防护和感控理论知识等。主

要考核实践操作的情况，必要时，可以安排简单的理论考试。

主要覆盖以下内容：

1.是否能够正确佩戴口罩，对潜在风险的了解程度。



2.是否能够正确掌握穿脱隔离衣或防护服的程序，对潜在

风险的了解程度。

3.是否能够规范进行口咽和鼻腔拭子采集操作，对不规范

操作可能影响检测结果的了解程度。

4.是否能够正确进行手卫生，对环境通风、清洁消毒、医

疗废物规范处置等感染控制方法的了解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