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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重 庆 市 环 境 保 护 局

关于印发重庆市规范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
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渝卫发﹝2018﹞6 号

各区县（自治县）卫生计生委、环境保护局，两江新区社发局、

环保分局，万盛经开区卫生计生局、经开区环保局，各委属医疗

机构，陆军军医大学各附属医院、解放军 324 医院、武警重庆

市总队医院，大型企事业单位职工医院：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环境安全，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等

5 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废物管理工作的通知》

（国卫办医发〔2017〕32 号）要求，市卫生计生委、市环境保

护局联合制定了《重庆市规范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工作方

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

2018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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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规范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
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卫生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和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工作要求，着力加强医疗机构医疗废物处置工作，特别是

基层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的规范管理，建立健全医疗废物管理相关

工作机制，推进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科学管理，满足人民群众的健

康服务需求。

二、工作目标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与环境保护部门完善联动工作机制，医疗

机构建立健全医疗废物管理主体责任机制。加大监管力度，建立

医疗废物管理责任追究机制，对医疗卫生机构（包括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和民营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监管全覆盖，加强对医疗

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自行处置医疗废物工作

的指导和环境监管。到 2020 年底，实现全部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单位完成设施提标改造，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抽查合格

率达到 100%。落实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特别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医疗废物规范处置。

三、工作内容

（一）完善部门联动协作机制。设立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与环

境保护部门医疗废物规范管理联络员，定期召开部门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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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解决医疗废物规范管理的重要问题，形成合力。促进信息定

期通报和共享，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将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的相

关信息及医疗废物处置情况定期通报给环保部门，环保部门也要

定期将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对医疗废物集中无害化处置覆盖

情况通报给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二）健全医疗废物管理主体责任机制。医疗机构健全医疗

废物管理规章制度，履行医疗废物管理的主体责任，医疗卫生机

构法定代表人，为本机构医疗废物管理第一责任人。医疗废物包

装、分类、收集、转运、暂存、交接工作流程要符合国家法规要

求，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制度，规范医疗废物的交接、

登记等工作。具备集中处置条件的地区，医疗卫生机构要严格按

照《医疗废物分类目录》的要求做好医疗废物的分类收集并交由

有资质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按照《关于在医疗机构推

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通知》（国卫办医发〔2017〕30 号）要求

对使用后的输液瓶（袋）进行分类管理；实现从事医疗废物管理

人员培训全覆盖，严格落实职业安全防护措施，定期进行健康检

查。

（三）建立医疗废物管理责任追究机制。建立医疗废物管理

责任追究机制，通过定期督导检查与不定期抽查，做到医疗卫生

机构医疗废物处置监管工作全覆盖。加大执法监督检查力度，各

级卫生计生部门、环境保护部门要通过日常监督检查、随机抽查

及专项整治等方式，严肃查处医疗废物管理中的违法行为。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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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不善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80 号）、《医疗

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原卫生部令第 36 号）、《医疗

废物管理行政处罚办法（试行）》（环保部令第 21 号）追究医

疗机构、直接责任人和管理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四）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处置管理。不具备集

中处置医疗废物条件的农村、乡镇和偏远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自行处置医疗废物要按照《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

的规定，建立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自

行处置医疗废物工作的指导和环境监管，规范处置行为。19 张

床以下（含 19 张）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将其产生的医疗废物

就近集中上送，由乡镇中心卫生院或者大中型医疗卫生机构代为

收集贮存后统一转移处置，其收集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但应

做好交接及转运记录，也可就近运送到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进行统一处置。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医疗废物管理人员培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能

力。

（五）规范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运营。各级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对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活动中的环境污染防治

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要发布辖区内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名

单、处置种类和联系方式。要加强对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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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医疗卫生机构自行处置医疗废物工作的指导和环境监管，规范

处置行为。各地要督促落实《“十三五”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督查考核工作方案》，全面提升医疗废物规范化管理水平，有效

防范环境风险。推动地方政府实施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提标改

造工程，对不符合有关标准规范和不能稳定达标的医疗废物集中

处置设施，要依法限期整改，淘汰或者关停。严厉打击非法从事

医疗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经营活动的行为。造成环境污

染的，依法追究法律任。

督促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依法申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并严格按

照医疗废物处置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开展医疗废物收运、

贮存和处置等经营活动，包括建立危险废物经营情况记录薄，定

期向环保部门报告经营活动情况；建立日常环境监测制度，对污

染物排放进行监测；加强医疗废物收运能力建设，强化处置设施

日常运行维护，不断扩大医疗废物集中无害化处置范围，并确保

医疗废物得到及时收运和处置。

四、组织实施

（一）组织启动。到 2018 年 4月底，完成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与环境保护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各区县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环

境保护部门要联合制订本辖区规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

管理的具体工作方案，明确组织分工，细化任务目标，加强法律、

法规及政策的宣传，组织实施好本辖区医疗废物规范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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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底前完成对医疗废物管理人员培训全覆盖。医疗机构和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根据通知要求制定相应工作方案，完善相

关制度建设，畅通工作机制，逐一对照通知要求，认真落实工作

内容和工作要求。

（二）全面落实。到 2020 年底，各项管理机制有效运行。

镇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规范化处置进一步巩固，全

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处置规范化。全部医疗废物集中处

置单位完成设施提标改造，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抽查合

格率达到 100%，按照医疗废物处置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

开展医疗废物收运、贮存和处置等经营活动。

（三）督促完善。工作启动后，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环

境保护部门按照方案要求，对辖区内医疗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

置单位的规范化工作开展现场督导。推动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将

镇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是否纳入集中无害化处置及不

具备集中处置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自行处置医疗废物情况作为

重点检查内容。针对医疗废物管理的重点问题和薄弱环节，每年

有重点开展执法检查。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和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医疗废物规范化处置工作的领

导，加强部门联动协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卫生计生监督执法

局要加强对医疗卫生机构，特别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民营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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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医疗废物处置监管工作。环保部门要加强对医疗废物收

集、运送、贮存、处置活动中的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

管理。

（二）落实主体责任、加大保障力度。落实各级各类医疗机

构医疗废物管理主体责任，落实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环保主体

责任。要加强队伍建设，配备专门的人员负责医疗废物管理工作，

积极开展人员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保证培训效果，提高人员业

务能力和技术水平。

（三）加强工作指导、提高监管力度。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和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监督工作指导，掌握本辖区医疗废物管

理处置情况，要通过加强监督管理，消除监管空白与盲区，做到

医疗废物处置监督管理过程的全覆盖，落实医疗废物管理责任追

究机制，严厉打击非法从事医疗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经

营活动的行为。

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3月 1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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