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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秀区进口冷链食品物流运输企业
新冠病毒防控和消毒工作指引

一、依据和适用范围

为切实做好新冠肺炎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规范指导

越秀区进口冷链食品物流运输企业和从业人员落实好新

冠病毒防控和消毒主体责任，预防道路运输进口冷链食品

物流从业人员及相关人员受到新冠病毒感染，防止新冠病

毒通过冷链物流渠道传播，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加强冷链食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等工

作的紧急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220 号）、

《关于印发冷链食品生产经营新冠病毒防控技术指南和

冷链食品生产经营过程新冠病毒防控消毒技术指南的通

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245 号）、《关于印发

进口冷链食品预防性全面消毒工作方案的通知》（联防联

控机制综发〔2020〕255 号）等部署要求，结合《交通运

输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冷链物流渠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通知》（交运明电〔2020〕241 号）等工作部署，针

对越秀区进口冷链食品物流运输企业和重点环节，制定本

指引。

本指引以预防进口冷链食品物流运输从业人员及相

关人员受到新冠病毒感染为主线，突出装卸、运输等重点

环节防控。适用于越秀区从事进口冷链食品装卸、运输等

环节的冷链物流运输企业等经营单位（以下统称冷链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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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装卸、道路运输等环节中落实新冠病毒疫情的

防控。

冷链物流企业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相关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要求，按照本指引要求做好新冠病毒防控和消毒

工作，执行越秀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各项工

作部署。

二、完善疫情防控制度

（一）落实主体责任，冷链物流企业负责人是疫情防控

第一责任人，做好员工信息采集工作。完善疫情防控制度，

要有适量口罩、手套、消毒剂、测温仪等防疫物资储备，设

置应急区域，有属地医疗卫生力量指导支持。

（二）加强培训和应急演练，保证员工熟悉责任分工、

环境卫生、个人防护、异常情况处置、人员疏散等工作要求，

做到有条不紊。

（三）建立员工健康监测制度，每日对员工健康状况进

行登记，身体不适时应及时报告并就医。对经营进口冷链食

品等高危风险的从业人员要进行核酸筛查，实施新冠肺炎疫

苗接种，加强重点人群防护。

三、冷链食品防控要求

严格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关于防范新型冠状肺炎

疫情通过进口冷链食品输入风险的有关要求，执行防控措

施，不承运相关手续不完备的进口冷链食品。主动要求货主

或货代出示相关进口冷链食品的海关检疫证明、通关证明、

消毒证明、核酸检测报告及追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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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装卸、运输过程防控要求

（一）装卸作业人员防控要求

装卸作业人员应做好个人防护，搬运货物前应当穿戴

工作服或防护服、使用一次性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

手套等，必要时佩戴护目镜和面屏，避免货物表面频繁接

触体表。如果搬运过程中发生口罩、手套破损，应当立即

更换。完成作业后必须用 500-1000mg/L 含氯消毒剂对使

用的装备进行消毒处理，穿着类防护服饰应用 500mg/L 含

氯消毒剂浸泡 30 分钟再作冲洗。

（二）运输人员防控要求

运输进口冷链食品的运输人员应当穿戴工作服或防

护服、使用一次性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手套，车内

应当配备酒精类洗手液、消毒液、纸巾与备用口罩、手套

等防护用品，确保运输人员能随时保持个人清洁及应对突

发情况。在运输过程中应保持车厢全程密闭，中途不得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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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开车厢，不能随意打开冷链食品包装直接接触冷链食

品。车辆进出作业场所时，运输人员应当避免与作业场所

无关人员有不必要的接触，车辆必须停靠在作业场所指定

区域，不得随意停靠。完成每次运输作业后必须用

500-1000mg/L 含氯消毒剂对运输车辆及工具、装备进行

全面消毒处理，穿着类防护服饰应用 500mg/L 含氯消毒剂

浸泡 30 分钟再作冲洗。

（三）货物源头防控管理

在冷链运输过程中，物流包装内如需加装支撑物或衬

垫，应当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卫生要求。加强对货物装卸搬

运等操作管理，不能使货物直接接触地面，不能随意打开

冷链食品包装，进口冷链食品不得与普通货物混装。应当

保障在运输过程中冷链食品的温度始终处于允许波动范

围内。做好各交接货环节的时间、温度等信息记录并留存。

（四）货物信息登记

冷链物流企业（承运单位）应主动向货主或货代索取

相关进口冷链食品海关通关单证等相关食品安全和防疫

需要的检测信息，如实登记装运货物信息、车辆信息、司

乘人员信息、装卸货信息及收货人信息等，并建立相关档

案台账。不得承运无法提供进货来源的进口冷链食品。运

输作业人员在向企业员工传输、递交配送文件前应当洗手

或消毒，为避免清洗返还物，文件最好置于一次性容器和

包装材料中。有关单位应积极配合卫生健康、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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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市场监管等部门按职责开展对进口冷链食品采集相

关样本及冷链货物运输车辆的核酸检测工作。

（五）运输工具的防控管理

为避免冷链食品被污染，运输作业人员需确保运输车

辆、冷藏集装箱等运输工具及容器的清洁和每日消毒。从

事冷链物流运输的运输工具及容器运载一批货物之前和

之后，均要用 500-1000mg/L 含氯消毒剂对运输作业人员

可能接触的部位进行彻底消毒；冷链物流企业要负责组织

或委托有资质的消毒单位，对装运前后的进口冷链食品车

辆等装载运输工具和装载过进口冷链食品的集装箱内壁

组织实施每日定时消毒、清洗。

五、从业人员安全防护要求

涉及冷链食品装卸、运输的冷链物流企业应当根据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及时调整和更新从业人员健康管理

制度，完善新冠病毒防控的管理措施。

（一）上岗员工健康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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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物流企业要做好员工（含新进人员和临时工作人

员）14 日内行程及健康状况登记，建立上岗员工健康卡，

掌握员工流动及健康情况，新员工上岗前必须自愿接受核

酸检测，条件允许的应安排接种新冠疫苗。

（二）员工日常健康监测。

冷链物流企业应当加强从业人员出入管理和健康监

测，原则上各作业场所及工作区域入口需配备体温检测设

备；建立全体员工健康状况台账和风险接触信息报告制

度，设置作业区域入口测温点，落实登记、测温、消毒、

查验健康码等防控措施，实行“绿码”上岗制。日常作业

需直接接触进口散装冷藏货物等高风险的岗位人员必须

每周定期接受核酸检测，并按照要求安排新冠疫苗的接

种。有条件的冷链物流企业，可定期组织本企业全体工作

人员进行核酸检测，甚至可安排接种新冠疫苗。

（三）外来人员登记与管理。

尽可能减少外来人员进入运输作业场所，确需进入

的，需询问其所在单位、健康状况、接触疫情发生地区人

员等情况，落实登记、测温等措施并按照要求做好个人防

护（如佩戴口罩等），方允许其可进入。车辆进出时，门

卫值班员、工作人员和司机应当避免不必要的接触。

（四）从业人员防护。

1.健康上岗。上岗前确保身体状况良好，并向冷链物

流经营者报告健康状况信息，主动接受体温检测，若出现

发热、干咳、乏力等症状，立即主动报告，并及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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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做好个人防护。冷链物流企业要配备必要的个人防

护、消毒用品和装备，按照最新版《道路货运车辆、从业

人员及场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等要求，进一步

加强对司机、装卸工等冷链物流一线工作人员的个人防

护，防止感染风险。冷链物流企业要督促指导作业人员工

作期间正确佩戴口罩、手套和着工作服上岗。工作服保持

干净整洁，定期清洗，必要时消毒。直接接触进口冷藏集

装箱或者冷藏货物的物流一线工作人员，应全程佩戴口

罩、防护手套等防护用品，至少应上下岗前各测量一次体

温。其中，道路冷链物流企业应按照《道路货运车辆、从

业人员及场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有关高风险区

域的规定执行。

冷链物流企业要在卫生健康部门的指导下，加强对本

单位直接接触散装冷藏货物、冷藏集装箱人员正确穿脱防

护服进行专业培训，并定期进行检查，确保关键防护措施

到位。同时，按照卫健部门有关规定，从业人员工作结束

后，对工作服、防护服、一次性用具进行消杀处理。

3.注意个人卫生。打喷嚏、咳嗽时用纸巾遮住口鼻或

采用肘臂遮挡。不随地吐痰，擤鼻涕时注意卫生。尽量避

免用手触摸口、眼、鼻。

4.加强手卫生。在处理货品时或双手触碰过货架、扶

手等公用物体时，要及时用洗手液或肥皂在流动水下洗

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揉搓双手。

（五）健康异常报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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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一旦发现自身以及共同生活人员出现发热、干

咳、乏力等疑似症状，应当及时上报冷链物流企业的最高

管理者，可视情况采用逐级上报或直报的方式。冷链物流

企业一旦发现员工出现上述健康异常症状，无论其呈现出

的健康状况如何，均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将其及与其密切接

触的员工迅速排除在工作环境之外。

（六）从业人员返岗程序。

根据作业区域上岗人员登记和健康档案，及时追踪健

康异常、身体不适、疑似或者已感染新冠病毒（患者或无

症状感染者）的员工的治疗和康复状况，在其康复后科学

评定是否符合返岗条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症状消退，

并且间隔至少 24 小时的两次 PCR 核酸检测均呈阴性的，

可解除隔离。对属于新冠肺炎患者密切接触者的从业人员

返岗前也应当符合上述要求。

（七）加强防控知识宣传。

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宣教，引导从业人员掌握新冠肺

炎和其他呼吸道传染病防治相关知识和技能，养成良好卫

生习惯，加强自我防护意识。

五、应急处置要求

冷链物流企业应当制定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方案，

及时处置和报告疫情情况，有效预防新冠病毒的传播。

（一）出现健康状况异常人员的应急处置。

冷链食品物流工作相关区域一旦发现病例或疑似新

冠肺炎的异常状况人员，必须实施内防扩散、外防输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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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措施，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者

追踪管理、疫点消毒等工作，并对该人员作业和出现的区

域进行采样和核酸检测。如有空调通风系统，要同时对其

进行清洗和消毒处理，经评价合格后方可重新启用。根据

疫情严重程度，暂时关闭工作区域，待疫情得到控制后再

恢复生产。

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做好切断传播途径、隔

离密切接触者等措施，同时按规定处置污染物。

（二）发现样品核酸检测阳性的应急处置。

一旦接到有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样品的通知，冷链

物流企业应当迅速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在越秀区防疫专

业人员指导下，及时对相关物品和环境采取应急处置，对

相关物品临时封存、无害化处理，对工作区域进行消毒封

闭处理，对可能接触人员按规定采取核酸检测和健康筛查

等措施。相关物品处理时避免运输过程溢洒或泄露。参与

相关物品清运工作的人员应当做好个人防护。

附件：1.越秀区进口冷链食品运输环节防疫九个“必

须”与“不得”

2.道路货运车辆、从业人员及场站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南

3.冷链食品物流运输常用消毒剂及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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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秀区进口冷链食品运输环节防疫九个“必须”与“不得”

一、从事进口冷链食品运输企业应做到“九个必须”：

1.必须制定本企业运输防疫工作制度及措施；

2.必须落实从业人员一周核酸检测与报备，并确保从业人员

符合防疫要求；

3.必须落实从业人员日常个人防护措施；

4.必须落实运输车辆资质认证；

5.必须落实运输车辆及工具日常消毒与记录；

6.必须检验及记录承运货物“三证”（海关通关证明、货品

消杀证明、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7.必须通过“冷库通”或“粤康码”上报运输信息；

8.必须落实进口食品全程独立与密闭运输，并保证全程监控

跟踪及记录，

9.必须落实承运货物与日常作业记录，及时造册登记。

九个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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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事进口冷链食品运输企业应做到“九个不得”：

1.未制定运输防疫工作制度及措施，不得从事进口冷链食品运输；

2.未落实承运货物信息上报，不得从事进口冷链食品运输；

3.无法保证货物全程密闭、全程监控或使用普通车辆运输的，不得从

事进口冷链食品运输（普通车辆包括私家车、网约货车等未有冷链运

输资质的车辆）；

4. 无法保证承运进口货物独立运输或存在与普通货物混装的，不得从

事进口冷链食品运输

5.未落实从业人员一周核酸检测报备或核酸检测不及格，不得参与进

口冷链食品运输；

6.未实施从业人员个人防护，不得参与进口冷链食品运输；

7.运输车辆不符合或未达到冷链运输条件，不得参与进口冷链食品运输；

8.运输车辆及工具未有消毒及记录，不得用于进口冷链食品运输；

9.冷库方无法提供承运进口货物“三证”（海关通关证明、货品消杀证明、货物检验检疫证明）或“三

证”信息不齐全，运输企业不得承运相关货物。

九个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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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货运车辆、从业人员及场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

表 1 道路货运车辆、从业人员及场站分区管控要求

项 目 高风险地区 中风险地区 低风险地区 备 注

道路货

运车辆

冷链保鲜货物

运输车辆

驾驶室消毒频次
司乘人员每次出入驾

驶室均需重新消毒
每趟次 1 次 ——

随车携带使用消毒湿巾

等防护用品

车厢内部消毒频次 每趟次 1 次 每趟次 1 次 —— 在货物装载前消毒

车厢外部消毒频次 每趟次 1 次 每趟次 1 次 —— ——

零担货物

运输车辆

驾驶室消毒频次
司乘人员每次出入驾

驶室均需重新消毒
每趟次 1 次 ——

随车携带使用消毒湿巾

等防护用品

车厢内部消毒频次 每趟次 1 次 每 3 趟次 1 次 —— 在货物装载前消毒

车厢外部消毒频次 每趟次 1 次 每 3 趟次 1 次 —— ——

其他普通货物运

输车辆（散装货

物、大件货物、

集装箱等）

驾驶室消毒频次 每趟次 1 次 每趟次 1 次 ——
随车携带使用消毒湿巾

等防护用品

车厢外部消毒频次 每趟次 1 次 每 3 趟次 1 次 —— ——

危险货物

运输车辆
驾驶室消毒频次 每趟次 1 次 每趟次 1 次 ——

随车携带使用消毒湿巾

等防护用品

从业人

员

司乘人员（包括驾

驶员及押运员等

随车人员）

佩戴口罩 100% 100% 离开驾驶室后

100%

参照《公众科学戴口罩指

引》和《公众科学戴口罩

指引（修订版）》相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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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高风险地区 中风险地区 低风险地区 备 注

求执行

消毒或洗手 作业前和作业后 作业前和作业后 作业前和作业后
随车携带使用消毒湿巾

等防护用品

体温测量 每趟次 1 次 每日发车前、收车后各 1 次 每日 1 次 ——

其他工作人员（包

括货运场站工作

人员、装卸人员

等）

佩戴口罩 100% 100% 室内作业 100% ——

佩戴防护手套 装卸人员 100% 装卸人员 100% —— ——

消毒或洗手 作业前和作业后 作业前和作业后 作业前和作业后 ——

体温测量 每 4 小时 1 次 每日上岗前下班后各 1 次 每日上岗前 1 次 ——

货运场站

进出场站车辆消毒 进、出各 1 次 进入场站前消毒 —— ——

场地及装卸机械消毒 每 8 小时 1 次 每 12 小时 1 次 每日 1 次 ——

餐饮区域消毒 每 8 小时 1 次 每 12 小时 1 次 每日 1 次
具备条件的，可配备速干

手消毒剂

卫生间消毒 每 8 小时 1 次 每 12 小时 1 次 每日 1 次 配备 84 消毒液、洗手液

办公区、餐饮区、卫

生间通风
持续通风 每 4 小时 1 次 ——

留观区设置 所有场站 视情况设置 ——

进出场站车辆及人员

信息登记
100% 100% ——

卫生防护知识宣传 开展 开展 开展
通过广播、电子屏、海报

等形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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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冷链货物运输信息登记情况表

道路货运车辆信息 驾驶员信息 其他司乘人员信息

车牌号 姓 名 姓 名

道路运

输证号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货物信息 装卸货信息 收货人信息

序号 货物名称 装货地 装货时间 卸货地 卸货时间 公司/姓名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表格信息留存一个月；表格不够可自行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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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食品物流运输常用消毒剂及使用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