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员核酸检测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领导小

组、指挥部）： 

  近期，全国疫情呈多点发生、局部暴发态势，部分地区陆续开展了全员核酸检测工作。为进一

步指导各地做好全员核酸检测组织管理等工作，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对全员核酸检测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是快速发现病毒感染者，以便对其进行隔离、有效切断传播途径、防止疫情

扩散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是落实“四早”的关键举措。各地要高度重视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坚持以

检测扩大预防的策略，加大组织协调力度和准备工作，规范有序开展全员核酸检测，以最快的速度

将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 

  二、制定完善全员核酸检测实施方案 

  各地要根据《全员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1〕27 号，

以下简称《指南》）中的有关要求，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完善当地的全员核酸检测实施方案。要建

立健全应急响应机制，完善各项应对措施，合理选择采样点和核酸检测机构，制定核酸检测力量支

援预案，加强人员、设备、物资储备和保障能力，增强方案的针对性及可操作性，确保准备充分、

保障有力。 

  三、进一步增强组织协调能力 

  各地在开展全员核酸检测相关工作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统一指挥调度体系，压实地方党委和

政府责任，充分统筹各部门力量，发挥乡镇、社区管理作用。要实行网格化、精细化管理，摸清待

检测人员底数，做到不缺 1 户，不漏 1 人，并做好预约管理。要加强采样现场的组织引导，避免人

群聚集，加强医疗废物清运，严格落实采样点感染防控各项要求，确保全员核酸检测时没有漏采人

员，没有因现场人群聚集造成疫情传播。同时，要建立健全采、送、检匹配机制，避免出现样本滞

检或检测能力闲置。 

  四、进一步提高核酸检测能力 

  各地要严格落实《进一步推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建设》的有关要求，进一步增强辖区内的

核酸检测能力建设。要统筹日常核酸检测需求和全员核酸检测需要，对各方核酸检测力量进行有效

有序调度，确保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时日常“应检尽检、愿检尽检”的检测需求得到保障。要强化核

酸检测机构质量控制，按照规定开展室内质控并参加室间质评。要加强人员培训，对全员核酸检测

组织管理者、采样人员、包装运输人员、检测人员、报告人员、质控人员、感控人员等在内的所有

人员均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特别是使采样、检测人员充分掌握混采检测技术，规范开展采样、检

测工作，提高检测质量和检测效率，确保检测结果准确可靠，结果报告及时有效。 

  五、严格规范阳性病例报告 

  全员核酸检测过程中，出现阳性病例，要严格按照《指南》要求，进行规范报告。单采检测样

本结果阳性的，检测机构应当立即上报所在地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并由法定报告机构在 2 小时

内将相关信息进行传染病网络直报。混采检测结果为阳性、灰区或单个靶标阳性的，由检测机构立



即上报所在地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混采数量第一时间派出相应数量

应急采样队，同时对样本涉及人员进行复采和复检，以确定并报告阳性人员。 

  六、进一步强化信息技术支撑 

  各地要加强全员核酸检测信息系统能力建设，增强数据荷载能力，适时开展压力测试，要在人

员核对、样本转运、检测能力调度等方面进一步提高信息化水平，确保高质高效、平稳运行。同时，

要注重信息衔接，将全员核酸检测所产生的个人检测结果及时反馈受检人员，扩展数据信息的应用

范围。 

  尚未出现疫情的地方，要适时开展实战演练，在组织管理、指挥调度、采运检匹配、物资供应

保障、信息化支撑等全方位进行磨合、检验，查找问题和不足，优化全员核酸检测实施方案。一旦

出现疫情，要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激活应急指挥体系。确定实施全员核酸检测后，要尽早尽快组织

实施全员核酸检测实施方案，确保检测人数在 500 万以内的在 2 天内、检测人数大于 500 万的在 3

天内完成全员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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