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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春运期间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指南 

1.道路客运 
项目 高风险地区 中风险地区 低风险地区 备注 

消毒 

客运站 

乘客接触设施设备消毒频次：封闭环境的无障碍设施设
备、自动售取票设备、饮水机（热水器）、乘客及行包安
检设备、候车厅座椅、楼梯（直梯）扶手、直梯轿厢内部
等 

每 1 小时 1 次 每 4 小时 1 次 每日 2 次 

若出现人员发热
情况，立即对接触
区域及设施设备
消毒。 

乘客接触区域消毒频次：封闭环境的进站口、售票窗口、
检票口（检票闸机）、发车位、下客区，候车厅（室），公
共卫生间，行包托运处，行包寄存处，综合服务处（咨询
台），母婴室，站内餐厅，商店等 

每 4 小时 1 次 每 6 小时 1 次 每日 2 次 

服务人员接触区域消毒频次：封闭环境的停车场、车辆安
全例检场所，站务员室、驾乘休息室、调度（报班）室、
出站检查室等 

每 4 小时 1 次 每 6 小时 1 次 每日 2 次 

公共卫生间洗手液 配备 配备 配备 

车辆 

车厢内部消毒频次：车内空调出风口、车身内壁及车窗、
司机方向盘、变速杆、车门及扶手、车辆座椅及安全带、
行李架 

每趟次 1 次 每趟次 1 次 每趟次 1 次 

行李舱消毒频次 每趟次 1 次 每趟次 1 次 每趟次 1 次 

通风 客运站 候车室、餐厅、商店等公共区域通风时间间隔 持续通风 每 2 小时 1 次 每 4 小时 1 次 

每次通风时间≥10
分钟；室外温度等
条件适宜情况下，
宜持续自然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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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高风险地区 中风险地区 低风险地区 备注 

车辆 客运车辆通风时间间隔 每 1 小时 1 次 每 2 小时 1 次 每 4 小时 1 次 

每次通风时间≥10
分钟；室外温度和
车 速 等 条 件 适 宜
情况下，车辆可关
闭车内空调，开窗
通风；高、中风险
地 区 车 辆 使 用 空
调时，应当选择外
循环模式。 

运输 
组织 

客运站 

乘客聚集人数占设计乘客最高聚集人数的比例 ≤50% ≤70% —  

发送一类、二类班线客车的客运站乘客健康码查验率 100% 100% 100% 一类、二类客运班
线 中 未 在 客 运 站
发 车 的 定 制 客 运
车辆，健康码由驾
驶 员 在 乘 客 乘 车
前查验。 

发送一类、二类班线客车的客运站安排服务人员为不会使
用或者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儿童等旅客提供代查健康
码、协助信息填报等服务 

提供 提供 提供 

车辆 一类、二类班线客车和省际、市际包车客座率 ≤50% ≤50% 
≤90%（9座及以
下客车除外） 

按照客 车核定载
客人数（含临时留
观区座位）计算，
舍去小数位取整。 

人员
防护 

客运站 

乘客口罩佩戴率 100% 100% 100% 发 现 体 温 高 于
37.3℃， 或 有呕
吐、乏力、腹泻症
状的乘客，立即拨
打 120电话，移交

乘客体温测量率 100% 100% 100% 

服务人员口罩佩戴率 100% 100% 100% 

服务人员防护手套佩戴率 1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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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高风险地区 中风险地区 低风险地区 备注 

服务人员面罩佩戴率 100% — — 当 地 卫 生 健 康 部
门。如低风险区客
运站设有吸烟区，
尽量减少人 员 聚
集。 

服务人员体温测量要求 每 4 小时 1 次 每 6 小时 1 次 
每日上岗前和下

班后各 1 次 
临时留观区设置 设置 设置 设置 

吸烟区使用（如有） 关闭 关闭 — 

车辆 

乘客口罩佩戴率 100% 100% 100%  

乘客途中体温测量频次 每趟次至少 1 次 每趟次至少 1 次 — 
若 有 人 员 身体不
适 ，随时测量体
温。 

发热乘客移交 开展 开展 开展 
立即拨打 120 电
话，移交当地卫生
健康部门。 

司乘人员口罩佩戴率 100% 100% 100%  
司乘人员防护手套佩戴率 100% 100% —  
乘务员面罩佩戴率 100% — —  

司乘人员体温测量要求 每趟次 1 次 每趟次 1 次 
每日上岗前、下

班后各 1 次  

一类、二类班线客车乘客实名购票乘车率和省际、市际包

车乘客信息登记率 
100% 100% 100%  

一类、二类班线客车和省际、市际包车临时留观区设置 
10 座及以上客车
后一排设置 

10 座及以上客
车后一排设置 

10 座及以上客
车后一排设置 

留观区采用简易
窗帘（盖布）遮挡。 

一类、二类班线客车和省际、市际包车消毒剂配备 配备 配备 配备  

宣传 客运站 
通过广播、视频、海报等开展卫生防护知识宣传，引导乘
客错峰出行出游，乘坐各类公共交通工具期间做好戴口
罩、手卫生、“一米线”等防护措施 

开展 开展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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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高风险地区 中风险地区 低风险地区 备注 

车辆 通过车载广播、视频等开展卫生防护知识宣传 开展 开展 开展  

注：1.本指南对高、中风险地区的防控要求适用于高、中风险地区所在县级行政区域或者设区的市的城市市区。 

2.客运车辆起讫地和中途停靠客运站点所在地风险等级不一致的，按就高原则执行疫情防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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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公共汽电车 

项目 高风险地区 中风险地区 低风险地区 备注 

消毒 

封闭环境

的首末站 

乘客接触设施设备：候车厅座椅、无障碍设施

设备等设施设备消毒频次 
每 1 小时 1 次 每 4 小时 1 次 每日 2 次 

若出现人员发热情况，立
即对接触区域及设施设备
消毒。 

乘客接触区域：候车室、公共卫生间、发车位、

商店等区域消毒频次 
每 4 小时 1 次 每 6 小时 1 次 每日 2 次 

车辆 
车厢内部：车内空调出风口、扶手、地板、司

机方向盘、变速杆、车窗开关把手消毒频次 
每趟次 1 次 每趟次 1 次 每日 2 次 

通风 

封闭环境

的首末站 
公共区域通风时间间隔 持续通风 持续通风 每 2 小时 1 次 

每次通风时间≥10 分钟；

室外温度等条件适宜情况

下，宜持续自然通风。 

车辆 车辆通风时间间隔 持续通风 持续通风 每趟次 

每次通风时间≥10 分钟；
室外温度和车速等条件适
宜情况下，车辆可关闭车
内空调，开窗通风；高、
中风险地区车辆使用空调
时，应当选择外循环模式。 

运输

组织 

封闭环境

的首末站 
拥挤度 每平方米≤4 人 每平方米≤6 人 — 

 

车辆 拥挤度 每平方米≤4 人 每平方米≤6 人 — 

人员

防护 

封闭环境

的首末站 

乘客口罩佩戴率 100% 100% 100% 

 

乘客体温测量率 100% — — 

服务人员口罩佩戴率 100% 100% 100% 

服务人员防护手套佩戴率 100% 100% — 

服务人员面罩佩戴率 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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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高风险地区 中风险地区 低风险地区 备注 

服务人员体温测量要求 每 4 小时 1 次 每 6 小时 1 次 
每日上岗前、下

班后各 1 次 

车辆 

乘客口罩佩戴率 100% 100% 100% 

 

司乘人员口罩佩戴率 100% 100% 100% 

司乘人员防护手套佩戴率 100% 100% — 

乘务员面罩佩戴率 100% — — 

司乘人员体温测量要求 每趟次 1 次 每次往返 1 次 
每日上岗前、下

班后各 1 次 

宣传 
站台 

通过广播、视频、海报等开展卫生防护知识宣

传，引导乘客错峰出行出游，乘坐各类公共交

通工具期间做好戴口罩、手卫生、“一米线”等

防护措施 

开展 开展 开展 
 

车辆 通过车载广播、视频等开展卫生防护知识宣传 开展 开展 开展 

注：本指南对高、中风险地区的防控要求适用于高、中风险地区所在县级行政区域或者设区的市的城市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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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轨道交通 

项目 高风险地区 中风险地区 低风险地区 备注 

消毒 

车站 

乘客频繁接触设施设备（部位）消毒频次：车站安检设
备、自助售票设备、闸机等 

每 1 小时 1 次 每 4 小时 1 次 每日 2 次 
若出现人员发热情况，立
即对接触区域及设施设
备消毒。 

乘客易接触设施设备（部位）消毒频次：楼梯扶手、电
扶梯扶手、公共卫生间门把手、直梯轿厢四壁等 

每 4 小时 1 次 每 6 小时 1 次 每日 2 次  

乘客接触区域消毒频次：封闭环境的车站出入口、站台、
站厅、公共卫生间等 

每 4 小时 1 次 每 6 小时 1 次 每日 2 次  

重复使用的一次性票（卡）消毒频次 每日 1 次 每 3日 1 次 每周 1 次 

 

空调滤网消毒频次（或更换滤网频次） 
每3—5 日消毒 1
次（或每 15 日更

换 1 次） 

每 5—7 日消毒
1 次（或每 15 日
更换 1 次） 

常规修程 

公共卫生间洗手液 配备 配备 配备 

列车 

车厢内部消毒频次：拉手、立柱、扶手、车门等乘客易
接触部位 

每 4 小时 1 次 每 6 小时 1 次 每日 1 次 

回库后列车全面消毒频次 每日 1 次 每日 1 次 每日 1 次 

通风 
车站 

通风时长 
运营时段+1 小

时 
运营时段+0.5

小时 
正常工况 

最大通风量是指最大新
风量。 

通风模式 全新风 全新风 正常工况 

列车 通风模式 
最大通风量不间

断通风 
最大通风量不间

断通风 
正常工况 

运输 
组织 

车站 拥挤度 ≤50% ≤70% — 
 

列车 满载率 ≤50% ≤70% — 

人员防
护 

车站 
乘客口罩佩戴率 100% 100% 100% 

 
乘客体温测量率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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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高风险地区 中风险地区 低风险地区 备注 
服务人员口罩佩戴率 100% 100% 100% 

服务人员防护手套佩戴率 100% 100% 100% 

服务人员面罩佩戴率 100% — — 

服务人员体温测量率 每 4 小时 1 次 每 6 小时 1 次 
每日上岗前、下

班后各 1 次 
临时留观区设置 所有车站设置 重点车站设置 重点车站设置 

宣传 
车站 

通过车站广播、视频、宣传海报等开展卫生防护知识宣
传，引导乘客错峰出行出游，乘坐各类公共交通工具期
间做好戴口罩、手卫生、“一米线”等防护措施 

开展 开展 开展 
 

列车 通过列车广播、视频等开展卫生防护知识宣传 开展 开展 开展 

注：本指南对高、中风险地区的防控要求适用于高、中风险地区所在县级行政区域或者设区的市的城市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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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租汽车 

项目 高风险地区 中风险地区 低风险地区 备注 

消毒 

重点区域消毒频次：司机方向盘、变速杆、座套、
安全带、座椅、脚垫、后备箱等 

每 4 小时 1 次 每 6 小时 1 次 每日 2 次 
若出现人员发热情况，立即对
接触区域及设施设备消毒。 

重点部位消毒频次：车门把手、车窗升降按钮、
后备箱按钮等 

每单 1 次 每 4 小时 1 次 每日 2 次 
司机可随车携带使用醇类消
毒湿巾等重点部位进行消毒。 

通风 车辆通风时间间隔 每单 1 次 每 2 小时 1 次 每 4 小时 1 次 

室外温度和车速等条件适宜
情况下，经乘客同意，可关闭
车内空调，开窗通风；高、中
风险地区运行的车辆使用空
调时，应当选择外循环模式。 

人员
防护 

乘客口罩佩戴率 100% 100% 100% 

 

乘客信息登记率 100% — — 

司机口罩佩戴率 100% 100% 100% 

司机防护手套佩戴率 100% 100% — 

司机体温测量要求 
每日发车前、收车后

各 1 次 
每日发车前、收车

后各 1 次 
每日发车前、收

车后各 1 次 

宣传 通过车载广播、视频等开展卫生防护知识宣传 开展 开展 开展  

注：本指南对高、中风险地区的防控要求适用于高、中风险地区所在县级行政区域或者设区的市的城市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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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路客运 

项目 高风险地区 中风险地区 低风险地区 备注 

消毒 

客运站 

旅客接触设施设备：旅客及行包安检设
备、自动售取票设备、饮水机（热水器）、
候船厅座椅、无障碍设施设备、楼梯（直
梯）扶手、登船设施等设施设备消毒频次 

每 1 小时 1 次 每 4 小时 1 次 每日 2 次 

若出现人员发热情
况，立即对接触区
域 及 设 施 设 备 消
毒。 

旅客接触区域：封闭环境的进站口、售票
窗口、码头前沿（停船泊位）、检票口（检
票闸机），候船厅，公共卫生间，行包托
运处，综合服务处（咨询台），站内餐厅，
商店等区域消毒频次 

每 4 小时 1 次 每 6 小时 1 次 每日 2 次 

服务人员接触区域：站务员室、休息室、
调度室、出站检查室等区域消毒频次 

每 4 小时 1 次 每 6 小时 1 次 每日 2 次 

公共卫生间洗手液 配备 配备 配备 

客运船舶 

人员接触设备：座椅、扶手、栏杆、地板、
驾驶室、行李架、穿戴过的救生衣、客舱
床位、公共卫生间等 

每次开航前 每次开航前 每次开航前 

旅客接触区域：梯口、生活区等公共处所
配备手消毒剂，带有公共卫生间或者洗手
池的处所配备消毒洗手液 

配备 配备 配备 

通风 

客运站 
候船室、餐厅、商店等公共区域通风时间
间隔 

持续通风 每 2 小时 1 次 每 4 小时 1 次 

通风选用外循环模
式，每次通风时间
≥10 分钟；温度和
安全允许条件下，
可关闭空调，全天
开窗通风。 

客运船舶
（封闭式） 

自然通风 风机和通风筒全开 风机和通风筒全开 视天气和温度确定 

 
中央空调系统（内循环） 停用 停用 视情况使用 

客运船舶
（开敞空间
设有座椅） 

— 
乘客优先安排在开敞

空间 
乘客优先安排在开敞

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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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高风险地区 中风险地区 低风险地区 备注 

运输
组织 

客运站 

乘客聚集人数占设计乘客最高聚集人数
的比例 

≤50% ≤70% — 
发 现 体 温 高 于
37.3℃，或有呕吐、
乏力、腹泻症状的
乘 客 ， 立 即拨打
120 电话，移交当
地卫生健康部门。
如低风险区客运站
设有吸烟区，尽量
减少人员聚集。 

乘客健康码查验率 100% 100% 100% 

客运站安排服务人员为不会使用或者没
有智能手机的老人、儿童等旅客提供代查
健康码、协助信息填报等服务 

提供 提供 提供 

客运船舶 
客座率 ≤50% ≤70% 

≤90%（设置发热乘
客临时留观区的除

外）  
客舱安排 单人单间 ≤3人一间 尽可能分散安排 
上下旅客安排 分批次上下船，减少聚集 

人员
防护 

客运站 

乘客口罩佩戴率 100% 100% 100% 

 

乘客体温测量率 100% 100% 100% 
服务人员口罩佩戴率 100% 100% 100% 
服务人员防护手套佩戴率 100% 100% — 
服务人员面罩佩戴率 100% — — 
服务人员体温测量要求 每 4 小时 1 次 每 6 小时 1 次 每日上岗前 1 次 
临时留观区设置 设置 设置 设置 

吸烟区使用 关闭 关闭 — 

客运船舶 

乘客口罩佩戴率 100%  100% 100%  

乘客体温测量时间间隔（港澳航线） 
码头测量或者登轮前
测量合格，开航后早、
中、晚各一次 

码头测量或者登轮前
测量合格，开航后上
午、下午各一次 

码头测量或者登轮
前测量合格，开航
后每日一次 

 

乘客体温测量时间间隔（境内航程大于 2
小时） 

码头测量或者登轮前
测量合格，开航后早
晚各 1 次（夜间），2

码头测量或者登轮前
测量合格，开航后早
晚各 1 次（夜间），5

码头测量或者登轮
前测量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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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高风险地区 中风险地区 低风险地区 备注 
小时 1 次（白天） 小时 1 次（白天） 

乘客体温测量时间间隔（境内航程小于 2
小时） 

码头测量或者登轮前
测量合格 

码头测量或者登轮前
测量合格 

码头测量或者登轮
前测量合格 

 

船员口罩佩戴率 100%  100% 100%  

船员防护手套佩戴率 100%  100%  —  

服务人员面罩佩戴率 100% — —  

船员护目镜佩戴率 视情佩戴 视情佩戴 —  

临时留观区设置 
按乘客定额 10%设

置 
按乘客定额 5%设置 视情设置 

 

发热乘客信息登记 100% 100% 100%  

船上垃圾处理 每航次 每航次 每航次  

宣传 
客运站 

通过广播、视频、海报等开展卫生防护知
识宣传，引导乘客错峰出行出游，乘坐各
类公共交通工具期间做好戴口罩、手卫
生、“一米线”等防护措施 

开展 开展 开展  

客运船舶 
通过广播、视频、海报等开展卫生防护知
识宣传 开展 开展 开展    

注：1.本指南对高、中风险地区的防控要求适用于高、中风险地区所在县级行政区域或者设区的市的城市市区。 

2.乡镇客渡船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满足上述分区分级防控建议要求。 

3.对于国内游轮运输，还应遵守最新版《国内游轮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指南》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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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项目 高风险地区 中风险地区 低风险地区 备注 

消毒 用户接触部件消毒频次：握把、刹车握把、座垫及升降开关等 每 12 小时 1 次 每日 1 次 —  

人员防护 

线下服务人员口罩佩戴率 100% 100% 100%  

线下服务人员防护手套佩戴率 100% 100% —  

宣传 通过租车应用程序（APP）开展卫生防护知识宣传 开展 开展 开展  

  
注：本指南对高、中风险地区的防控要求适用于高、中风险地区所在县级行政区域或者设区的市的城市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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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汽车租赁 

项目 高风险地区 中风险地区 低风险地区 备注 

消毒 

租车
门店 

承租人接触设施设备消毒频次：桌台、座椅、签
字笔、门把手、饮水机等 

每 1 小时 1 次（签字
笔为每人次 1 次） 

每 2 小时 1 次（签字笔
为每人次 1 次） 

— 
 

承租人接触区域消毒频次：接待区、验车区等区
域 每 2 小时 1 次 每 4 小时 1 次 — 

车辆 
司机方向盘、变速杆、车门把手、车窗升降按钮、
后备箱及按钮、安全带、座椅座套、脚垫等 

每次租赁结束后 1 次 
（其中分时租赁每 12

小时 1 次） 

每次租赁结束后 1 次 
（其中分时租赁每24小

时 1 次） 
— 

分时租赁车辆
消毒后未被租
出车辆可不消
毒。 

通风 
租车
门店 

通风时间间隔 持续通风 每 2 小时 1 次 每 4 小时 1 次 

每次通风时间
≥10 分钟；室外
温度等条件适
宜情况下，宜持
续自然通风。 

人员防护 

服务人员口罩佩戴率 100% 100% 100%  

服务人员防护手套佩戴率 100% 100% —  
服务人员面罩佩戴率 100% — —  
服务人员体温测量要求 每 4 小时 1 次 每 6 小时 1 次 每日上岗前 1 次  
承租人口罩佩戴率 100% 100% 100%  

承租人体温测量率 100% 100% —  

宣传 
通过租车门店宣传栏开展卫生防护知识宣传 开展 开展 开展  
通过租车应用程序（APP）开展卫生防护知识宣
传 

开展 开展 开展  

注：本指南对高、中风险地区的防控要求适用于高、中风险地区所在县级行政区域或者设区的市的城市市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