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营区公共设施的卫生要求 
  
  营区内为工作、生活、卫生、娱乐的需要而设立一些公共设施如招待所、餐

厅、礼堂、浴室、理发室、厕所、游泳池、俱乐部等。这些场所是人群聚集进行

卫生、娱乐休息的地方，如其建筑设备及条件不合乎卫生要求，就可能传播疾病，

影响官兵健康。 

公共设施影响官兵健康的因素有生物、化学、物理因素。如通过工作人员或

工具或设施而引起疾病的传染，例如理发员工传播肺结核，理发工具、面巾传播

皮肤病、沙眼，游泳池水传播结膜炎、病毒性腹泻等。公共设施如俱乐部、礼堂

等常可因人多、吸烟、通风不良等原因，使空气污染物如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颗粒物、微生物、恶臭物质增加而引起人的不快感觉。此外公共设施内不良的微

小气候、照明、噪声等因素都可影响人的健康。 

要使公共设施合乎卫生要求，应从建筑、卫生设备、工作人员、卫生管理等

方面着手。 
  
一、礼堂(影剧院)的卫生要求 

　 礼堂应包括观众厅，门厅、休息室、后台、放映室、售票处、办公室、厕所

等。在进行设计卫生审查或卫生调查时，应注意座位的分布是否合乎视力要求，

厅内通风能否保证微小气候良好，照明是否合乎卫生要求，出场道路、安全门是

否避免拥挤，厕所的大小等。 

　 (一) 座位的分布 

　 为使观众感到舒适，行动方便，满足视力的卫生要求，对座位面积、距离、

分布等均有一定要求。每个座位面积不少于 0.8m
2
，容积不少于 4m

3
，座宽 50～

60cm，座高 43～47cm，排距90～95cm。第一排座位的靠背至银幕距离不少于普通

银幕宽的1.5倍，宽银幕的0.76倍。 

  观众厅的长度应少于普通银幕 6倍，宽银幕的 3倍。座位视角，普通银幕边

缘和对侧第一排座位的连线与银幕的夹角不少于 45°，宽银幕边缘和后排中心

点连线与银幕至对侧第一排的夹角不大于 45°。 

  (二) 通风 

  800 个座位以下的礼堂可采用自然通风。太平门要双侧对开，以便于形成穿

堂风，除门窗外可设置腰窗、天窗、排气管等。 

　 800 个座位以上必须采用机械通风。一般采用吸出式，夏季用送入式。通风

量每人每小时为 40m
3
，采用空调要补入新风量每人每小时 20m

3
。 

　 (三) 卫生标准 

礼堂或影剧院应符合表 4—1 规定的卫生标准。 
  
  

表 4—1  文化娱乐场所卫生标准 

项        目 影    剧    院 

微

小

气

候 

室温(℃) 

夏季不超过 30℃，冷调 25～28℃，冬季不低于 10℃，

采暖地区不低于 16℃ 



空

气

质

量 

二氧化碳（%） 0.2 



观众厅动态噪声不超过85，静态噪声特级和一级为30～

35，二级和三级为 40～45 噪  声(dB(A)) 

  

  

照  明  (Lux) 
电影院:前厅 30～40，休息厅 20～30,观众厅 10～15,

放映间 20～50 

  
此标准除个别指标外，亦适用于舞厅、游艺厅、图书馆等。如舞厅、游艺厅

悬浮颗粒物与可吸尘标准稍宽，分别为 0.2 与 0.15(mg／m
3
)，又如图书馆照明要

求为 100Lux。 

此外，厕所要求大便池男 150 人设一个，女 50 人设一个，小便槽每 40 人

50cm(或小便斗一个)。每 200 人设洗手盆一个。鼓风机房、空调间应有防振、隔

声消音设备。观众厅每月应消毒一次等等。 
  
二、宾馆、招待所的卫生要求 

军队的宾馆、招待所应设在交通方便、环境清洁、安静的地区，建筑必须执

行建筑设计规范中有关卫生标准。 

(一) (一)  宾馆、招待所卫生标准 



宾馆、招待所卫生标准参见表 4—2。 

其它卫生要求如锅炉房、通风机房、制冷机房、消毒间要有防振、隔声消音

设备，建筑、装饰材料不得对人体产生危害。自备水源与二次供水水质要符合国家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表 4—2  宾馆、招待所卫生标准 

项       目 宾馆、饭店 旅店、招待所 

温度(℃) 
冬季20～26℃

夏季26～28℃

冬季(采暖地区)不低于 16

℃，夏季低于 30℃ 

相对湿度(％) 40～60 30～70 

微

小

气

候 风速(m／s) 不低于 0.1 不低于 0.1 

一氧化碳(mg／m
3
) 不超过 5 不超过 10 

二氧化碳(％) 不超过 0.1 不超过 0.15 

总悬浮颗粒(mg／m
3
) 不超过 0.15 不超过 0.15 

可吸入尘(mg／m
3
)　 不超过 0.12   

空  

气  

质  

量 
细菌总数(个／m

3
) 不超过 2000 

冬春季不超过 3000 

夏秋季不超过 2500 

照度(Lux) 不低于 50 不低于 50 

噪声(dB(A)) 不超过 45 不超过 50 

新风量(有通风装置)(m
3
／人、时) 不低于 15 不低于 12 

机械通风总风量(m
3
／人、时) 不低于 40 不低于 40 

床位面积(m
3
／人) 不低于 7 不低于 3 

  
  

  (二) 卫生管理制度 

  公用茶具、毛巾、脚盆、脸盆、浴缸、拖鞋用后洗净、消毒，卫生间每日清

洗一次。 

  被褥、枕套、床单等床上用品应按时更换，保持清洁。宾馆、饭店每天更换，

招待所、旅店一客一换，长住客每周一换。 

　 应有防蚊蝇与鼠害措施，不得有老鼠及病媒昆虫。 

　   

三、浴室与理发室的卫生要求 

　 (一) 浴室 

　 营区内浴室一般为独立建筑，应分男、女部。浴室包括出入口、更衣室、沐

浴室、洗脸间、厕所与消毒间。 

  出入口应有防风、保暖设备，与更衣室间应有缓冲间。更衣室墙壁和地面应

用防水材料构筑以便于冲洗，应有保暖、换气设备，设置存衣柜，更衣凳，或躺

床，每床所占面积应不少于 1.3m
2
。浴室以淋浴为主，不得建浴池。浴室地面要

求防水、防滑、耐碱，坡度不少于 2％。墙裙高 1.5～1.8m，用磨石子或磁砖建

成。屋顶应有足够坡度，以防滴水，并设有腰窗。淋浴喷头间距不少于 0.9m，

每个浴盆占面积 3～4m
2
，并应设淋浴喷头。洗脸间内脸盆按 5～10 个沐浴人数设

一个。厕所宜设在浴室隔壁，男子每 35 人设一便池和一小便斗，女子 25 人设便

器一个。 

  浴室要求的温度，更衣室冬季 23～26℃，浴室 30～35℃，水温 45～50℃。



空气二氧化碳不超过 0.2％，照明不低于 30Lux。 

  浴室一般不设公用毛巾，必须用时，应做到一人一消毒，垫巾、大浴巾要勤

洗换、消毒。浴盆、拖鞋用后要消毒。皮肤病、传染病患者严禁就浴。 

(二) 理发室 

理发室宜设等候室、理发室、消毒间、工作人员更衣室，墙壁要有 1.5m高的

油漆或磁砖或磨石子的墙裙。每个座椅所占面积不低于 3.5m
2
。每 4 张座椅设洗

头池一个。 照明要求混合照明不低于 150Lux，人工照明不低于 100Lux。 

  理发员应穿白色工作服，戴口罩。必须有消毒设备和消毒制度。最好每个理

发员有两套以上理发工具，毛巾、胡须刷等应有足够周转数量。理发用围巾应经

常换洗。 

　 染发、烫发用的化学药剂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对人体产生危害，并

备有专用毛巾和围巾。对患有头癣、皮肤病的人要有专用理发工具，用后须及时

消毒。 

   

四、游泳池的卫生要求  

  (一) 游泳池的构筑 

  游泳池应设更衣室、淋浴室和厕所。游泳池面积按每人 1.5～2m
2
计算。池壁、

池底采用白色或浅色，光滑平坦，池壁四角成弧形，以防污物积累。池壁四周水

面上有凹入墙内的溢水槽，槽壁厚度不大于 7cm，便于游泳者攀附休息，槽底每

隔 3～5m设一泄水孔通入下水道。池两侧应有嵌入池壁的攀梯。池沿四周设宽

1.2m，略向外倾斜的走道。池浅水一端为 1m左右，深水一端在 1.5m以上，跳水

区不得少于 3.5m。池深 1.8 以上的池底，坡度不应大于 7％，深水、浅水应有明

显标志。游泳池进水口应设在浅水一端上侧，出水口则在深水一端池底，并设有

格栅。淋浴室与游泳池的通道中应设洗脚池。 

　 (二) 游泳池水质的卫生要求 

　 游泳池可采用全换式、部分换水式或循环式换水，水质应符合我国颁布的《人

工游泳池水质卫生标准》，具体如下: 

　 1. 水温:室内游泳池冬季水温度为 22～28℃。 

　 2. 浑浊度:不大于 5度。 

　 3. 色度:不大于 15 度。 

　 4. pH 值:7.2～8.0。 

　 5. 细菌总数:每 ml 不超过 1000 个。 

　 6. 大肠菌群:每 10ml 水中不应发现大肠菌。 

　 7. 余氯:池水消毒后，余氯应保持在 0.3～0.5mg／L。 

(三) 游泳池的卫生管理 

1.游泳者必须经过体检。凡是急性传染性肝炎、体癣、脚癣、牛皮癣、中耳

炎、心脏病、急性肾炎、急性结膜炎、癫痫、活动性肺结核者不得入池。 

2.游泳池开放期间，应定期抽检水质、测余氯。发现水质不合格，应加强消毒或

更换池水。 

3.游泳池内如发现有藻类繁殖，可按每 1000 吨水投加硫酸铜 0.5～1.5kg。 

4．建立完善的急救系统，能对溺水者和意外受伤者进行及时处理。 

(四) 天然游泳场卫生 

    部队游泳训练可利用在地面水域开辟的天然游泳场所。地面水的水质和水量

都不稳定，水量的变动较大。受周围环境的影响，生产和生活的污染，更使水体



质量难以保证。因此，为保证游泳者身体健康，对天然游泳场有一定卫生要求。 

    1. 天然游泳场的水质卫生要求 

游泳用水源必须干净，不为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所污染。不在已受污染的不

流动水体处设置游泳场。我国《游泳场所卫生管理条例》规定，以江河湖泊为天

然游泳场的水质必须符合现行《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中地面水水质卫生要求。 

    海水天然游泳场水质标准，一般以原来污染少的海水水质为基础，作为参考

标准。流入河水的海水游泳场，可用非游泳季节海水水质测定值的 80％作为参

考标准。 

    为了对水源污染状况进行监督与监测，在水源上游及有关的水域内应经常注

意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的排放情况，以及一切污染水体的活动。根据水体污染状

况选择相应的化验指标，定期监测，发现问题，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 

    2. 天然游泳场的设施及管理 

天然游泳场的水底应平整、无淤泥、坑洼等。当发现有障碍物及硬性垃圾，

如玻璃瓶、铁罐等，应及时清除，以防止发生事故及水质恶化。天然游泳场应有

相应的安全措施。游泳区设置的安全网、浮标、标旗、水深标志，以及监护设施

(如望远镜、通讯传声设备)、救生设施(救生圈、船只)、急救设施(如溺水的抢

救设备、救护及常备药品)，应经常检查，放在适宜的位置，并应保证安全有效、

海滨浴场内水的深度，受涨潮、落潮的影响较大，因而深水游泳区及跳水区，应

特别注意水深变化后的安全管理措施。 

    任何天然游泳场的开辟必须根据当地传染病、寄生虫病的流行情况来确定。

钩端螺旋体病、某些肠道传染病、血吸虫病及其他一些寄生虫病都可以借水及水

生动物传播，给游泳者带来危害。因此在有这些疾病流行地区的卫生监督部门，

必须随时做好疾病和疫源的监测，划定安全区域，确保游泳者的健康。 

    在海滨浴场还应做好防止鲨鱼伤害的宣传工作，并设置安全网，阻止鲨鱼进

入游泳区。 

     

五、医院候诊室卫生 

    候诊室是部队医院门诊部的组成部分，是就诊病人挂号后等待诊治的场所。

目前部队医院候诊室一般有四种类型： 

    (一) 集中候诊 

主要科室共用一个候诊室或利用门厅兼作候诊室。优点是流线短捷，缺点是

各种病人混杂在一起，拥挤，互相干扰，容易产生交叉感染。 

    (二) 廊式候诊 

病人在各科的走廊候诊，优点是病人听叫号就诊方便，缺点是有些病人来回

穿过走廊，不易保持环境安静和清洁。 

    (三) 分科候诊 

各科室单独设候诊室，优点是病人就诊方便，可以减少其他科病人往来的干

扰，有利于减少交叉感染和保持环境安静。目前较大的门诊部多采用这种候诊形

式。 

    (四) 庭园式候诊 

利用庭园候诊，在通风、采光、防止交叉感染方面均有优点，只适用于南方

炎热地区。 

    国家卫生部颁布的《医院候诊室卫生标准》规定：温度，采暖地区冬季不低

于 18℃，风速≤0.50m/s，CO＜5mg/m
3
，CO2≤0.10％，可吸入颗粒物＜0.15mg/m

3
，



空气细菌总数＜4000cfu/m
3
 (撞击法)，噪声＜55dB(A)，照度＞50Lux。该标准

适用于我军驻军以上医院候诊室。 

     

六、公共场所的卫生监督与管理 

    (一) 卫生监督 

卫生监督可分为预防性卫生监督和经常性卫生监督两种方式。 

1．预防性卫生监督 

是指卫生监督机构对公共场所建设项目的选址、设计、竣工验收实施卫生监

督。凡新建、扩建、改建公共场所的建设项目在审批之前，卫生监督机构应对其

设计任务书或可行性研究方案中的卫生篇章进行审查，并提出卫生评议意见。 

2．经常性卫生监督 

是指卫生监督机构定期对公共场所的环境，服务人员和管理制度进行调查或

抽查。经常性卫生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对空气质量、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

明、噪声及公共用具与卫生设施的消毒效果的监督监测；对卫生管理制度、从业

人员卫生知识培训的检查、考核；对从业人员的健康检查和因病调离工作的监督

检查等。经常性卫生监督的主要方法有现场调查、巡回监督、抽样检验、审查资

料和了解各方面的反映及意见等。通过经常性监督及时发现问题，对不符合《条

例》和卫生标准的，积极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对坚持不改或具有严重违法行为

的单位或个人，予以行政处罚。 

我军内部非营业性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工作，按我军 1989 年下发的《军队卫

生防疫监督工作暂行规定》中规定的由师以上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接受上级

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和地方卫生防疫部门的指导。 

(二) 卫生管理 

为了改善公共场所卫生质量，单靠卫生部门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调动主管

部门及基层管理机构的积极性，加强自身管理，不断改善卫生设施和条件，提高

服务人员的素质才能保证《条例》的贯彻实施。 

1．基层管理机构的职责 

基层管理机构应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卫生管理人员，建立岗位责任制度，负责

本单位服务人员卫生知识的培训和考核工作。要积极采取措施，改善本单位的卫

生条件，使其达到国家卫生标准要求。负责组织本单位服务人员的健康检查工作，

根据健康检查结果，对患有病毒性肝炎、痢疾、伤寒、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

渗出性皮肤病以及其他有碍公共场所工作的疾病(如重症沙眼、急性出血性结膜

炎、性病等)的人员及时调离直接为顾客服务的工作岗位。对本单位发生的危害

健康事故要在 24h 内及时报告主管部门，如有重大事故或可疑刑事案件必须同时

报告公安部门。 

2．服务人员的卫生要求 

对在公共场所服务人员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尤其是招待所、浴室、理发店、

游泳场(馆)服务的人员(包括临时工)每年必须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其他场所服务

的人员可每 2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对可疑传染病患者须随时进行健康检查。患

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以及其他

有碍公共场所卫生疾病的服务人员应调离岗位，积极治疗，治愈后方可从事原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