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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卫生监测存在问题与探讨
王金刚 燕小琳 陈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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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共场所属于人们进行大量活动的关键性地点，但是自从非典型性肺炎大规模爆发之后，社会各界全部对于公共场所的卫生问题给

予了非常高的关注度，怎样使公共场所的卫生质量获得进一步改进完善公共场所的相关卫生监管工作，已经属于目前新社会的重要议题。本文对

于目前我们国家卫生监督监测工作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发现其中所具有的不足之处，制定相应的整改意见，能够帮助提高公共场所卫生质

量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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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longs to the people in public places a large number of activities of key location, but since the outbreak of SARS, the social from all walks of life 
for all public health issues given the very high attention, how to improve quality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of public health public health supervis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new society.In this paper, the current national health supervision and monitoring work carried out in-depth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found 
that there are shortcomings, formulate the corresponding rectification suggestions, can help improve the health quality of public places to make contributions.

Keywords: Public place; Health monitoring; Problem; Solutions; Application value;

【中图分类号】R12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83（2022）11-33-278-01

公共场所作为人们开展商业活动、社会交往以及文化娱乐等相关活

动必不可少的主要地点，人流量非常密集，人流流动性比较大，物品和

设备容易受到污染，涉及面比较广，所以关于公共卫生场所的卫生情况

好坏直接关乎到人民群众的健康情况，呼吸道传染病、中暑以及过敏等

疾病非常容易通过公共场所而导致流行或是复发，对于人们的身体健康

产生了非常大的威胁，因此对于公共卫生场所的卫生监测情况需要提高

重视 [1]。

1 公共场所卫生监测工作中所具有的问题

目前对于公共场所卫生监测开展现场快速监测属于比较常见并且多

用的手段，已经在卫生监督机构获得了大力的推广与开展，现在进行公

共场所卫生现场快速监测主要是根据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公共场所

卫生监测技术规范以及公共场所卫生监测技术规范等相关要求，对于公

共场所卫生监测的样本数量、样品送检、检验频次以及采样质控等相关

技术进行了准确的规范要求，其中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在实验室中更

为适用 [2]。因为公共场所卫生监测工作中所采取的快速检验仪器型号非

常繁多，操作方法以及工作原理差异性比较大，所采取的检验方法并不

属于卫生标准中所规定出的检验方法，国家也缺少完整的公共场所现场

监测仪器质量控制指标以及操作流程，欠缺规范的管理措施，在开展实

际工作期间，部分仪器因为长时间在现场监测工作中使用，无法接受按

时的校定与校准，部分仪器在送往当地计量部门开展检测期间，由于遭

受到专业化的限制，导致不能够进行检测，所以公共场所现场快速检测

所获得的相关数据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 [1]。通过有关规定中明确认为，

公共场所经营者需要根据卫生标准规范要求，对于公共场所中的水质、

空气、噪声、微小气候、照明、顾客用品、用具以及采光等开展相应的

卫生检测，每年卫生检测不可以低于一次，但是现在通过对公共场所经

营者进行监测仪器监测规范监测项目以及检测人员有无接受专业培训或

是具有专业资质方面了解发现，不存在明确的要求以及规定，并且一些

用于公共场所卫生检测的相关技术服务部门依旧不成熟，公共场所卫生

监测收费情况比较混乱，引发公共场所经营者在具体工作中缺少主动接

受卫生监测工作的意识 [3]。目前已经明确指出，通过省、自治区以及直

辖市政府部门对于技术服务机构的专业技能开展考核，但是却没有对从

事公共场所卫生监测技术的相关服务机构具有准确的要求，缺少工作规

范以及工作资质规定引发从事公共场所卫生监测技术市场相对混乱，卫

生监测技术服务的水平以及能力差异性比较大。部分卫生指标无法存在

比较强的可操作性，对于公共场所的空气细菌数量以及一氧化碳含量等

缺少明确法律法规进行规定，引发监测工作不能够做到有据可依，部分

卫生指标甚至不能够对场所的卫生问题开展实时的反应 [5]。在现在已经

存在的法律法规中缺少明确的惩罚规则，部分条例中显示惩罚规则，一

共包含 4项内容，分别为警告、罚款停业和吊销卫生许可证，但是关于

执行的力度依旧缺少制度制约，同时欠缺强制执行的约束力。现在卫生

以及计划生育局属于卫生监管的重要负责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属于主要

执法部门，此种执法队伍以及执法主体分离的手段无法满足行政执法具

体需求，不但会导致日常工作环节增多，还会影响到权责主体的确认，

导致卫生监管工作效率以及工作质量不能够获得保障。分级管理属于一

项行政措施，能够显著提升卫生执法的效率，帮助监督机构的职能能够

获得最大化的发挥，但是因为缺少监督机构之间的职能确认引发，监督

机构在进行实际工作过程中具有非常大的冲突，不仅无法增强执法力度，

还会削弱执法力度。目前部分基层卫生监督部门具有运行机制不明确等

现象，在一些市级以上卫生监督机构，已经存在公务员编制制度，但是

一些区县级卫生监督机构还通常由事业单位进行管理 [6]。对于基层卫生

监督工作人员来说，在获得国家制度不断改革的基础之上，怎样良好的

帮助卫生监督机构获得运转并且积极的发挥其作用，需要做到从上到下

进行不断改革与完善。关于人才管理工作，基层卫生监督部门需要承载

一线卫生监管工作，在执行具体任务期间需要不断累积经验，对于人才

提出较高的要求，怎样不断使卫生监督员的队伍获得充实，增强卫生监

督员的待遇，需要获得社会层次的研究与改进。因为目前我们国家的卫

生执法工作具有轻程序以及重实体的情况，同时部分工作人员未存在良

好的专业知识和法律法规认知，在进行卫生监管工作过程中，不能够充

分满足执法工作需求，引发工作整体质量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卫生监

管部门缺少对于工作人员知识体系的培养以及构建的力度，引发一些工

作人员的技术能力以及知识体系具有滞后以及断层现象，不能够在开展

工作期间积极发挥自身职能，导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进一步受到影响 [7]。

2 整改对策

不断细化公共场所卫生管理的相关法律和法规，防止现在出现重复、

多头以及交叉的监督监测情况，促进卫生执法体系的改革速度，帮助提

高执法队伍人员的自身素质，使其能够快速适应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需求 [8]。倡导政府提高对卫生监督监测经费的投入力度，同时配备充

分的交通工具和监督监测相关仪器设备，帮助提升卫生行政执法工作效

率和整体功能，监督管理队伍需要不断进行业务学习，使监测技术含量

获得保障，从而提高规范监测质量，利用建立等级单位活动，帮助卫生

监督监测工作，能够迈进新台阶。现在已经存在的公共场所卫生监测工

作依旧有很多项目，仅具有参考标准，缺少具体标准，所以需要不断深

入研究公共场所卫生标准以及法规，建立有利的条件，使其能够参与到

所制定的标准中，全面化并且系统性的进行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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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提高对全民卫生法律意识宣传普及的力度，卫生法律法规的宣传属

于执行卫生行政体系的基础条件，最近几年以来，部分城市仅仅利用环

保城市以及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机遇，推广卫生法律以及法律知识的相

关教育活动，帮助广大市民深入了解卫生法律法规，使其自身卫生意识

获得进一步的提升。卫生监督监测工作仅仅应对突击性检查以及日常工

作远远不足，和群众健康有关的按摩院、美容美发以及茶馆等行业，尤

其是位于城乡结合部和相对偏远街巷中的店，需要提高对其的监督管理

工作力度，为其进行技术指导，开展规范化管理 [10]。由于现在人们的

生活环境水平获得了快速的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飞速的提升，

对于环境中可能具有或是潜在的低浓度长时间污染物质对于人们身体健

康所造成的影响情况已经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目前人们已经将发病

前期身体的改变，当做环境质量评定的重要依据，对于避免或是消除可

能具有的污染隐患重视程度逐渐升高，因此公共场所预防性卫生监督管

理工作也显得更加重要。需要不断提高公共场所经营单位管理工作者和

从业工作者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的培训力度，使其遵法以及守法的意识

获得不断的提升，在上述人群中大多数文化素质相对比较低，人口流动

性比较大，自身卫生意识相对比较薄弱，所以通过良好的措施为其开展

教育培训非常关键 [11]。能够帮助上述人员了解依法经营以及持证上岗

的作用，为消费者提供更加科学并且卫生的服务，有效预防并且控制疾

病的出现，保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从而使广大消费者的自身利益获

得了维护。公共场所卫生监测工作的主要目的是第一时间能够发现卫生

质量所具有的相关问题，开展行政处罚显然不属于工作目的，但是目前

公共场所经营人员的卫生管理意识以及管理水平依旧需要获得提高，因

此开展行政处罚行之有效，需要对公共场所卫生法规进行不断的完善与

修订，对于公共场所卫生监测工作中所具有的卫生指标不合格情况的相

应处罚进行明确。因为我们国家的地域比较广阔，各地的气候特点、自

然条件以及经济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国家已经颁布的相关标准能否

全部适用于所有地区依旧值得进一步研究，目前建议地方政府在开展卫

生监测工作期间，需要保证主动并且灵活的开展，依照本地区的实际特

点，对于监测指标以及限值进行合理的划分，不但能够缓解公共场所经

营者的自身压力，还可以确保公共场所卫生的情况，帮助卫生部门能够

有效并且经济的完成卫生监测工作以及管理工作。在对不同地区的卫生

管理措施进行制定期间，需要尽可能的和当地卫生监测部门做好沟通与

交流，对于卫生管理办法以及监测指标进行不断的细分，从而帮助检测

部门能够更加清晰的了解公共场所监测内容，管理部门能够明确管理项

目，保证管理单位的清洁维护工作做到位，从而使公共场所的实际卫生

情况获得改善 [12]。

结论

公共场所卫生监测属于公共场所卫生监管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目前已经在各级卫生监督机构中获得了大力的推广与开展，但是在

具体工作期间，公共场所卫生监测工作不但具有现场监测仪器标准操作

规程欠缺以及控制程序缺乏，不能够进行准确监定等相关问题，同时还

具有监测工作人员数量短缺，法律法规不健全，技术服务机构管理难度

比较大等相关现象，导致工作的正常推进获得了影响。关于上述所具有

的问题，建议不断推广公共场所卫生监管快速检测制度，对于现场快速

检测标准以及检测方法进行不断的完善，保证监测工作的科学性以及监

测所获结果的准确率。卫生监督机构需要不断提高对公共场所快速监测

工作相关管理力度，成立科学并且有效的质量体系文件、标准操作流程

以及程序文件，对于各类仪器以及设备的日常保养以及维护进行加强，

按时做到矫正与检定。利用标准化的修改、深入的专家研究以及部门之

间相互协调等措施，帮助公共卫生场所监测工作可以获得良好的开展，

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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