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對大規模新冠肺炎疫情
應急處置預案

2022年3月17日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



大規模疫情時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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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應變協調中心

民防行動中心

成立15個專責小組

準備大量
隔離和治
療設施

進行大規模
流調、排查
和檢測

交通和生活
支援

市民訊
息溝通

實施社區
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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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流調、排查和檢測

大量隔離和治療設施

交通和生活支援

社區管控措施15個
專責小組

法律支援、社區管控

市民訊息溝通

流調排查、核酸檢測

設施建設、醫療救治、酒店隔離、家居隔離、
環境衛生及遺體處理

社會基本服務保障、人員運送、維生及社會支援

資訊及數據、訊息發佈、查詢求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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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结合公私營機構、
民間團體和市民的力量，共同
參與，共同抗疫

 不斷完善、細化各項工作
計劃

 持續聽取各界意見

 將對各個項目進行演習和
人員培訓

圖片來源：澳門新聞局

全城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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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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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機制

現時
措施

感染者
≧100人

感染者
≧1,500人

* 家居隔離計劃將根據疫情發展適時公佈

啟用社區治療中心

啟用醫學觀察酒店
隔離感染者

高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
仁伯爵綜合醫院隔離病房

室外方艙醫院
預案

（1,000床，未來可
根據實際需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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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感染者的醫療需求，安排到不同醫療級別的隔離設施

4. 醫學觀察酒店

1. 高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

3. 社區治療中心

分
階
段
啟
用

隔離設施所能容納感染者人數：總數約2,700人，是目前266人的10倍

2. 仁伯爵綜合醫院隔離病房

120人

146人

約1,400人

約1,000人

共26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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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社區治療中心
• 選址

在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運動員
培訓及集訓中心

• 提供一站式檢疫分流、核酸檢
測及輕症病人住院服務

• 構成

 檢疫站：對風險人員進行流行病學調
查、核酸採樣及排查分類

 實驗室：用於核酸檢驗

 住院部：共設約1,400張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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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培訓及集訓中心多功能體育館（1樓及3樓）
- 預計共設置約900床

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A館
- 預計設置約500床

場地內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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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培訓及集訓中心多功能體育館內部模擬圖

運動員培訓及集訓中心多功能體育館方案

內部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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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以社區治療中心需持續運作超過21天推算，所需醫護人員數：

安排
首階段
500床

完全啟用

醫生 每日兩更 約16人 約16人

護士 每日三更 約140人 約310人

護理助理員 每日三更 約60人 約140人

總數 約216人 約466人

* 上述人數已包括實行閉環管理醫護人員



13

圖片來源：澳門新聞局

• 預期會出現大量各類風險人員

• 專門交通工具
在“家居、工作場所”，以及“醫院、
社區治療中心、醫學隔離酒店”之間
轉運

• 安排原則
以定點、定時和定對象的方式安排

交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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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治流程

檢疫 化驗 分流

各類風險人員統一送往
社區治療中心檢疫站進
行登記、核酸採樣和流

行病學調查

樣本送往化驗

（每日檢測量超過2.5萬
管樣本，考慮啟用移動核

酸檢測實驗室）

工作人員按排查結果
分流，按其健康狀況
和醫療需要分流至不

同收治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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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保障

入住須知

- 已制訂入住須知，包
括建議市民帶備的物
品等

膳食衣物

- 為病人供應餐膳、衣
物和其他生活消耗品

活動區域

- 可供休息、看電視、
舒展活動、進餐、交
流、閱報、取食物及
飲用水

衛生設施

- 包括洗手間、淋浴
位等，比例高於世衛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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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治療中心衛生設施

共新增：
- 臨時洗手間32間

（男女各16間）

- 臨時淋浴間16間
（男女各8間）



17

衛生設施

病人與座廁及淋浴位數比例 病人: 座廁 病人: 淋浴位

社區治療中心
住院部

運動員培訓及集訓中心 17 : 1 17 : 1

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
A館

9: 1 9 : 1

世衛對臨時隔離設施的衛生設施標準 20 : 1 4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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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物處理

• 社區治療中心內所有廢物均按“具傳染廢物”處理

• 由專責小組負責收集，使用專用的動線和電梯運載

• 運載廢物的推車、容器及電梯，每次使用後均需進行清潔消毒

• 最終會焚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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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體處理

• 市政署、衛生局等政府部門將組成專責小組負責

• 計劃使用醫院和殯儀館的遺體存放櫃或租用冷凍櫃

• 烈性傳染病人遺體不能送到澳門以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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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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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檢測

檢測方式

 零星社區傳播：10合1混樣

 嚴重社區傳播：一樣一管

目前最大核酸檢測能力為每天3.4萬管
樣本，以10合1混樣計算，對應核酸檢
測量為34萬



車載實驗室

氣膜實驗室
22

移動核酸檢測實驗室
 樣本量增加至超過每日2.5萬管，考慮引入

移動實驗室，補充核酸檢測能力

 結構靈活，短時間完成安裝，機動性強

 檢測能力：

每24小時檢測能力

車載實驗室
1至3萬管樣本

（10至30萬人）

氣膜實驗室
3至8萬管樣本

（30至8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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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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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澳性管控措施

- 在社區疫情十分嚴重時，
全澳居民實施非必要不出門
（即“禁足”）措施

區域性管控措施

- 對病例及其接觸者的追蹤隔離
- 分區分級精準防控（劃定紅、
黃碼區）

全澳性防範措施

- 收緊出入境限制
- 關閉公共場所
- 實行非接觸式配送
- 學校停課
- 取消大型活動
- 減少公共交通工具班次等

將組成維生和社會支援小組，確保市民
的基本日常生活所需

社區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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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生及社會支援小組確保居民
的基本日常生活所需，以及向
老弱婦幼、行動不便及有特殊
需要人士提供支援

• 將建構“應急藥品售賣登記系
統”，確保市面上有足夠的藥
物供應

• 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心理支援

圖片來源：澳門新聞局

生活支援



訊息溝通

- 設立特別專線

 為大規模新冠肺炎疫情設
立新的熱線電話：222

 將設立30條線

- 衛生局查詢和求助四大平
台將持續完善應答系統和
機制，回覆市民查詢

查詢求助

- 及時、準確，傳遞最新的防
疫資訊

- 透過抗疫專頁、圖文包、指
引視頻等多樣方式解釋防疫
政策和措施

資訊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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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呼籲

盡快接種疫苗，特別是長者和小童，保護自
身及家人安全

正確申報、嚴格檢查澳門健康碼，並掃描場
所二維碼進行行程記錄

做好個人防護，注意衛生，戴好口罩，保持
社交距離，配合政府防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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