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生部关于印发《新生儿病室建设与管理指南

(试行)》的通知

卫医政发〔2009〕12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为指导和加强医疗机构新生儿病室的规范化建设和管理，

保证医疗安全，根据《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和《护士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我部组织制定了《新生儿

病室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现印

发给你们。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要按照《指南》要求，加强对

新生儿病室的建设和管理，不断提高新生儿疾病的诊疗水平。

目前条件尚不能达到《指南》要求的医疗机构，要加强对新生

儿病室的建设，增加人员、配置设备、改善条件、健全制度、

严格管理，逐步建立规范的新生儿病室。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新生儿病室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指导和加强医疗机构新生儿病室的规范化建设

和管理，提高新生儿疾病的诊疗水平，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传染病防治法》、《医

疗机构管理条例》、《护士条例》和《医院感染管理办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指南。

第二条 新生儿病室是设置在医疗机构内，收治胎龄 32 周

以上或出生体重 1500 克以上，病情相对稳定不需重症监护治疗

新生儿的房间，可以设一间或多间。

第三条 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应当在儿科病房内设置新生儿

病室。

第四条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完善新生儿病室的管理制度，加

强新生儿病室管理，提高医疗质量，保障患儿安全。

第五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新生儿病室的设置

规划和管理，对辖区内新生儿病室的设置与管理进行指导和监

督。

第二章 基本条件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新生儿病室应当具备与其功能和任务相适应的场

所、设施、设备和技术力量。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新生儿病室的建筑布局应当符合医院感染预防与

控制的有关规定，做到洁污区域分开，功能流程合理。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新生儿病室应当设置在相对独立的区域，接近新生

儿重症监护病房。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新生儿病室床位数应当满足患儿医疗救治的需要，

无陪护病室每床净使用面积不少于3平方米，床间距不小于1米。

有陪护病室应当一患一房，净使用面积不低于12 平方米。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新生儿病室应当配备负压吸引装置、新生儿监护

仪、吸氧装置、氧浓度监护仪、暖箱、辐射式抢救台、蓝光治疗

仪、输液泵、静脉推注泵、微量血糖仪、新生儿专用复苏囊与面

罩、喉镜和气管导管等基本设备。有条件的可配备吸氧浓度监护

仪和供新生儿使用的无创呼吸机。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新生儿病室应当配备必要的清洁和消毒设施，每

个房间内至少设置 1套洗手设施、干手设施或干手物品，洗手设

施应当为非手触式。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新生儿病室应当根据床位设置配备足够数量的

医师和护士，人员梯队结构合理。其中医师人数与床位数之比应

当为 0.3:1 以上，护士人数与床位数之比应当为0.6:1 以上。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新生儿病室医师应当有 1年以上儿科工作经验，

并经过新生儿专业培训6个月以上，熟练掌握新生儿窒息复苏等



基本技能和新生儿病室医院感染控制技术，具备独立处置新生儿

常见疾病的基本能力。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三级医院和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病室负责人应当

由具有 3年以上新生儿专业工作经验并具备儿科副高以上专业

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医师担任；二级医院和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病

室负责人应当由具有3年以上新生儿专业工作经验并具备儿科

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医师担任。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新生儿病室护士要相对固定，经过新生儿专业培

训并考核合格，掌握新生儿常见疾病的护理技能、新生儿急救操

作技术和新生儿病室医院感染控制技术。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三级医院和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病室护理组负责

人应当由具备主管护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且有2年以

上新生儿护理工作经验的护士担任；二级医院和妇幼保健院新生

儿病室护理组负责人应当由具备护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且有 2年以上新生儿护理工作经验的护士担任。

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 新生儿病室可根据实际需要配置其他辅助人员，

经过培训并考核合格。

第三章 科室管理



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 新生儿病室应当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各项规章

制度、岗位职责和相关诊疗技术规范、操作流程，保证医疗质量

及医疗安全。

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 新生儿如出现病情变化需要重症监护者，应当在

进行必要的抢救后，及时转入重症监护病房，在转运过程中应当

给予患儿基础生命支持。

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 新生儿病室应当对有感染高危因素的新生儿进

行相关病原学检测，采取针对性措施，避免造成医院感染。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 对患具有传播可能的感染性疾病、有多重耐药

菌感染的新生儿应当采取隔离措施并作标识。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 新生儿病室医护人员在进行诊疗、护理过程中

应当严格执行查对制度，实施预防和控制感染的措施，确保医疗

安全。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 新生儿病室应当严格限制非工作人员进入，患

感染性疾病者严禁入室。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 配奶间环境设施应当符合国家相关规定。配奶

间工作人员应当经过消毒技术培训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 新生儿病室设施、设备应当定期检查、保养，

保持性能良好。

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 新生儿病室应当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安全使用

和妥善保管易燃易爆设备、设施，防止发生火灾事故。



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 新生儿病室应当制订并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和处置流程，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快速有效应对意外事

件，确保医疗安全。

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 新生儿病室工作人员应当按照病历书写有关

规定书写有关医疗文书。

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对新生儿病室的质量控制

和管理，医务管理部门应当指定专（兼）职人员负责新生儿病室

的管理。

第三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条 医院应当建立新生儿病室质量管理追溯制度，完

善质量过程和关键环节的管理，加强对新生儿诊疗不良事件的报

告、调查和分析，提高医疗质量。

第四章 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

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 新生儿病室应当加强医院感染管理，建立并落

实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相关规章制度和工作规范，并按照医院感

染控制原则设置工作流程，降低医院感染危险。

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二条 新生儿病室应当通过有效的环境卫生学监测

和医疗设备消毒灭菌等措施，减少发生感染的危险。

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 新生儿病室应当保持空气清新与流通，每日通

风不少于 2次，每次 15-30 分钟。有条件者可使用空气净化设施、

设备。



新生儿病室工作人员进入工作区要换（室内）工作服、工作

鞋。

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四条 新生儿病室按照规定建立新生儿病室医院感

染监控和报告制度，开展必要的环境卫生学监测和新生儿医院感

染目标性监测。

针对监测结果，应当进行分析并进行整改。存在严重医院感

染隐患时，应当立即停止接收新患儿，并将在院患儿转出。

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五条 新生儿病室使用器械、器具及物品，应当遵循

以下原则：

（一）手术使用的医疗器械、器具及物品必须达到灭菌标准。

（二）一次性使用的医疗器械、器具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不得重复使用。

（三）呼吸机湿化瓶、氧气湿化瓶、吸痰瓶应当每日更换清

洗消毒，呼吸机管路消毒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四）蓝光箱和暖箱应当每日清洁并更换湿化液，一人用后

一消毒。同一患儿长期连续使用暖箱和蓝光箱时，应当每周消毒

一次，用后终末消毒。

（五）接触患儿皮肤、粘膜的器械、器具及物品应当一人一

用一消毒。如雾化吸入器、面罩、氧气管、体温表、吸痰管、浴

巾、浴垫等。



（六）患儿使用后的奶嘴用清水清洗干净，高温或微波消毒；

奶瓶由配奶室统一回收清洗、高温或高压消毒；盛放奶瓶的容器

每日必须清洁消毒；保存奶制品的冰箱要定期清洁与消毒。

（七）新生儿使用的被服、衣物等应当保持清洁，每日至少

更换一次，污染后及时更换。患儿出院后床单元要进行终末消毒。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 新生儿病室应当根据相关规定建立消毒清洁

制度，并按照制度对地面和物体表面进行清洁或消毒。

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七条 新生儿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应当实施标准

预防，并严格执行手卫生规范和无菌操作技术。

第三十八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八条 发现特殊或不明原因感染患儿，要按照传染病

管理有关规定实施单间隔离、专人护理，并采取相应消毒措施。

所用物品优先选择一次性物品，非一次性物品必须专人专用专消

毒，不得交叉使用。

第三十九条第三十九条第三十九条第三十九条 医务人员在接触患儿前后均应当认真实施手

卫生。诊疗和护理操作应当以先早产儿后足月儿、先非感染性患

儿后感染性患儿的原则进行。接触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

等操作时应当戴手套，操作结束后应当立即脱掉手套并洗手。

第四十条第四十条第四十条第四十条 新生儿病室的医疗废弃物管理应当按照《医疗废

物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进行分类、处理。

第五章 检查评估



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一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及委托的相关机构应当加

强对辖区医疗机构新生儿病室管理的检查与指导，促进新生儿病

室工作质量的持续改进。

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二条 医疗机构应当对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委托机构

开展的检查指导和质量评估予以配合，不得拒绝和阻挠，不得提

供虚假材料。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三条 有条件的综合医院以及儿童医院、妇产医院和

二级以上妇幼保健院可以设置独立的新生儿病房。

新生儿科病房分医疗区和辅助区，医疗区包括普通病室、隔

离病室和治疗室等，有条件的可设置早产儿病室。辅助区包括清

洗消毒间、接待室、配奶间、新生儿洗澡间（区）等，有条件的

可以设置哺乳室。

新生儿病房参照本指南进行建设与管理。

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四条 本指南由卫生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五条 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