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托育机构

婴幼儿伤害预防指南（试行）通知》的通知

四川天府新区社区治理和社事局、成都东部新区公共服务局、成

都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各区（市）县卫健局：

现将《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托育机构婴幼儿伤害

预防指南（试行）的通知》（国卫办人口函〔2021〕19号，以

下简称《指南》）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请一并贯

彻落实。

一、高度重视。《指南》为托育机构管理者和工作人员在安

全管理、改善环境、加强照护等方面开展伤害预防提供技术指导

和参考。各区（市）县卫健局要高度重视，提高政治站位，加强

组织领导，履行部门牵头职责，将《指南》内容纳入婴幼儿照护

服务管理规范，切实推进《指南》落地落实。

二、抓好落实。要广泛宣传《指南》，开展针对工作人员、

家长等的伤害预防教育和技能培训，最大限度地保护婴幼儿的安

全健康。要及时将《指南》传达到本辖区所有托育机构，督促其

做好伤害防控工作，建立伤害防控监控制度，制定伤害防控应急

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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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落实安全管理的主体责任，规范和加强对婴幼儿的照护。

三、加强监管。要切实履行属地责任和部门监管职责，各区

（市）县卫健局要会同相关部门加强指导，建立监督管理机制，

督促检查托育机构环境安全隐患，提升托育机构环境安全水平。

要将《指南》落实情况纳入对托育机构综合评价的重要内容，及

时通报相关情况。

                          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年 2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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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托育机构婴幼

儿伤害预防指南（试行）的通知

国卫办人口函〔2021〕1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

为进一步加强对托育机构的指导，提高托育机构服务质量，

保障婴幼儿安全健康成长，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编写了《托育机

构婴幼儿伤害预防指南（试行）》。现印发给你们，供参考。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2021年 1月 12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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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机构婴幼儿伤害预防指南

（试行）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

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15 号）精神，我委依据

《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

（国卫人口发〔2019〕58 号）《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

（2019 年版）》《儿童伤害预防与控制工作指南》等，组织编

写了《托育机构婴幼儿伤害预防指南（试行）》。本指南适用于

经有关部门登记、卫生健康部门备案，为 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

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托育服务的机构。

伤害是儿童面临的重要健康威胁，造成了沉重的疾病负担。

婴幼儿伤害的发生与其自身生理和行为特点、被照护情况、环境

等诸多因素有关。常见的伤害类型包括窒息、跌倒伤、烧烫伤、

溺水、中毒、异物伤害、道路交通伤害等。大量证据表明，伤害

不是意外，可以预防和控制。

托育机构应当最大限度地保护婴幼儿的安全健康，切实做好

伤害防控工作，建立伤害防控监控制度，制定伤害防控应急预案，

重点开展五方面工作：第一，根据现有法律和相关规定要求，落

实安全管理的主体责任，健全细化安全防护制度，认真执行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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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措施。第二，排查并去除托育机构内环境安全隐患，提升环

境安全水平。第三，规范和加强对婴幼儿的照护。第四，开展针

对工作人员、家长以及幼儿的伤害预防教育和技能培训。第五，

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急救技能培训，配备基本的急救物资。

本指南主要针对窒息、跌倒伤、烧烫伤、溺水、中毒、异物

伤害、道路交通伤害等 3岁以下婴幼儿常见的伤害类型，为托育

机构管理者和工作人员在安全管理、改善环境、加强照护等方面

开展伤害预防提供技术指导和参考。

一、婴幼儿窒息预防

窒息是指呼吸道内部或外部障碍引起血液缺氧的状态。常见

的婴幼儿窒息原因包括被床上用品、成人身体、塑料袋等罩住口

鼻；吸入和咽下食物、小件物品、呕吐出的胃内容物等阻塞气道；

绳带等绕颈造成气道狭窄；长时间停留在密闭空间导致缺氧等。

（一）安全管理

制定和落实预防婴幼儿窒息的管理细则，主要内容包括：婴

幼儿生活环境和娱乐运动设备导致窒息风险的定期排查和清除；

婴幼儿睡眠、喂养照护与管理；婴幼儿服饰、玩具安全管理；工

作人员预防婴幼儿窒息的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

（二）改善环境

1．将绳带、塑料袋、小块食物、小件物品等可造成婴幼儿

绕颈或窒息的物品放在婴幼儿不能接触的位置。

2．使用玩具、儿童用品等前后，检查有无零件、装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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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子等破损、脱落或丢失。

3．排除护栏、家具、娱乐运动设备中可能卡住婴幼儿头颈

部的安全隐患。

4．在橱柜、工具房等密闭空间设置防护设施，防止婴幼儿

进入。

（三）加强照护

1．婴幼儿睡眠时，检查其口鼻是否被床上用品、衣物等覆

盖，并及时清除。

2．不喂食易引起窒息的食物；婴幼儿进食时保持安静，避

免跑跳、打闹等行为。

3．婴幼儿在娱乐运动设备上玩耍时，加强看护，避免拉绳、

网格等造成窒息。

二、婴幼儿跌倒伤预防

跌倒伤是指一个人因倒在地面、地板或其他较低平面上的非

故意事件造成的身体损伤。常见的婴幼儿跌倒伤原因包括：滑倒；

从家具、楼梯或娱乐运动设备上跌落；从阳台坠楼等。婴幼儿正

处于运动能力的发展过程中，跌倒较常见，托育机构应加强防护，

预防婴幼儿跌倒伤。

（一）安全管理

制定和落实预防婴幼儿跌倒伤的管理细则，主要内容包括：

严格执行《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2019 年版）》相关

条文；婴幼儿生活环境和娱乐运动设备跌倒伤风险的定期排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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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婴幼儿玩耍娱乐、上下楼、睡眠等活动的安全照护与管理；

婴幼儿服饰、玩具安全管理；工作人员预防婴幼儿跌倒伤的安全

教育和技能培训。

（二）改善环境

1．地面应平整、防滑、无障碍、无尖锐突出物，并宜采用

软质地坪；清除可能绊倒婴幼儿的家具、电线、玩具等物品。  

2．楼梯处装有楼梯门，确保婴幼儿不能打开。

3．规范安装娱乐运动设备，设备周围地面使用软质铺装。

4．婴幼儿床有护栏。

5．在窗户、楼梯、阳台等周围不摆放可攀爬的家具或设施。

6．墙角、窗台、暖气罩、窗口竖边等阳角处应做成圆角，

家具选择圆角或使用保护垫。

（三）加强照护

1. 工作人员与家长沟通，为婴幼儿选择适宜活动的鞋、衣

服等服饰。

2．为婴幼儿换尿布、衣物时，工作人员应专心看护，始终

与其保持近距离，中途不能离开。

3．婴幼儿使用娱乐运动设备过程中或上下楼梯时，工作人

员应加强看护，与其保持较近距离并确保婴幼儿在视线范围内。

4．婴幼儿玩耍运动前，对玩耍运动环境、设备设施进行安

全性检查。

    三、婴幼儿烧烫伤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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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烫伤是由热辐射导致的对皮肤或者其他机体组织的损伤，

包括皮肤或其他组织中的部分或全部细胞因热液（烫伤）、热的

固体（接触烧烫伤）、火焰（烧伤）等造成的损伤以及由放射性

物质、电能、摩擦或接触化学物质造成的皮肤或其他器官组织的

损伤。常见的婴幼儿烧烫伤原因包括热粥、热水等烫伤，取暖设

备等烫伤，蒸汽高温等烫伤，火焰烧伤等。

（一）安全管理

制定和落实预防婴幼儿烧烫伤的管理细则，主要内容包括：

严格执行《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2019 年版）》相关

条文；婴幼儿生活环境烧烫伤风险的定期排查和清除；婴幼儿进

食、玩耍娱乐、洗浴清洁等活动照护与管理；婴幼儿玩具用品、

电器、取暖设备安全管理；工作人员预防婴幼儿烧烫伤的安全教

育和技能培训。

（二）改善环境

1．设置热水器出水最高温度应低于 45摄氏度。

2．设置专门区域存放热水、热饭菜、温奶器、消毒锅等物

品，专用房间放置开水炉，并设置防护措施防止婴幼儿接触；使

用门栏或护栏等防止婴幼儿误入厨房、浴室等可能造成烧烫伤的

区域。

3．桌子、柜子不使用桌布等覆盖物，以避免婴幼儿拉扯桌

布，热源物倾倒、坠落。

4．化学用品、打火机、火柴等物品专门保管并上锁；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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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明火的蚊香驱蚊。

（三）加强照护

1．婴幼儿饮食、盥洗前检查温度。

2．加热、取放热物时观察周围有无婴幼儿，避免因碰撞、

泼洒造成烫伤。

3．安全使用暖水袋等可能造成婴幼儿烫伤的用品。

四、婴幼儿溺水预防

溺水为一个因液体进入而导致呼吸损伤的过程。常见的婴幼

儿溺水地点包括：浴缸、水盆、水桶等室内设施；池塘、游泳池

等室外场所。

（一）安全管理

制定和落实预防婴幼儿溺水的管理细则，主要内容包括：婴

幼儿生活环境溺水风险的定期排查和清除；婴幼儿洗浴清洁、玩

耍等活动照护与管理；工作人员预防婴幼儿溺水的安全教育和技

能培训。

（二）改善环境

1．托育机构内的池塘、沟渠、井、鱼缸、鱼池、涉水景观

等安装护栏、护网。

2．水缸、盆、桶等储水容器加盖，并避免婴幼儿进入储水

容器所在区域。使用完水池、浴缸、盆、桶后及时排水。

（三）加强照护

1．保持婴幼儿在工作人员的视线范围内，避免婴幼儿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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盥洗室、厨房、水池边等有水区域。

2．婴幼儿在水中或水边时，工作人员应专心看护，始终与

其保持近距离，中途不能离开。

五、婴幼儿中毒预防

中毒是指因暴露于一种外源性物质造成细胞损伤或死亡而

导致的伤害。常见的毒物包括：农药、药物、日用化学品、有毒

植物、有毒气体等。本指南的中毒指急性中毒，不包括慢性中毒。

（一）安全管理

制定和落实预防婴幼儿中毒的管理细则，主要内容包括：婴

幼儿生活环境中毒风险的定期排查和清除；婴幼儿安全用药；工

作人员预防婴幼儿中毒的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

（二）改善环境

1．将药物、日用化学品等存放在婴幼儿无法接触的固定位

置。

2．规范使用消毒剂、清洁剂。

3．使用煤火取暖的房间应有窗户、风斗等通风结构，并保

证正常工作；正确安装、使用符合标准的燃气热水器。

4．托育机构内不种植有毒植物，不饲养有毒动物。

（三）加强照护

1．玩具及生活用品应安全无毒，同时工作人员要关注婴幼

儿的啃咬行为，避免婴幼儿因啃咬而导致中毒。

2．避免有毒食物引起婴幼儿中毒，例如有毒蘑菇、未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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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煮熟的扁豆等。

    六、婴幼儿异物伤害预防

异物伤害是指因各种因素导致异物进入体内，并对机体造成

一定程度损伤，出现了各种症状和体征，如食道穿孔、气道梗阻、

脑损伤等。婴幼儿异物伤害多因异物通过口、鼻、耳等进入身体

造成损伤，常见的异物包括：食物、硬币、尖锐异物、电池、小

磁铁、气球、玩具零件及碎片等。

（一）安全管理

制定和落实预防婴幼儿异物伤害的管理细则，主要内容包

括：婴幼儿生活环境异物伤害风险的定期排查和清除；婴幼儿饮

食、玩耍等活动照护与管理；婴幼儿食物、玩具、儿童用品安全

管理；工作人员预防婴幼儿异物伤害的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

（二）改善环境

1．将硬币、电池、小磁铁、装饰品（例如项链、皮筋、耳

环等）、文具（例如笔帽、别针）等小件物品放置在婴幼儿接触

不到的区域。

2．使用玩具、儿童用品等前后，检查有无零件、装饰物、

扣子等破损、脱落或丢失。

3．定期检查家具、娱乐运动设备有无易掉落的零件、装饰

物（例如螺丝钉、螺母等），并固定。

（三）加强照护

1．及时收纳可能被婴幼儿放入口、鼻、耳等身体部位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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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物品。

2．及时制止婴幼儿把硬币、电池等小件物品放入口、鼻、

耳等身体部位的行为。

3．选择适龄玩具，不提供含有小磁铁、小块零件的玩具。

4．不提供易导致异物伤害的食物，如含有鱼刺、小块骨头

的食物。

七、婴幼儿道路交通伤害预防

道路交通伤害是指道路交通碰撞造成的致死或非致死性损

伤。道路交通碰撞是指发生在道路上至少牵涉一辆行进中车辆的

碰撞或事件。

（一）安全管理

制定和落实预防婴幼儿道路交通伤害的管理细则，主要内容

包括：托育机构车辆安全要求和管理制度，携带婴幼儿出行安全

管理制度；托育机构内车辆行驶、停放安全管理制度，运输婴幼

儿出行车辆驾驶员的资质要求，儿童安全座椅安全使用要求；工

作人员预防婴幼儿道路交通伤害的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

（二）改善环境

1．托育机构内将婴幼儿活动区域与车辆行驶和停靠区域隔

离。

2．托育机构出入口设立专门安全区域。

3．托育机构出入口与道路间设置隔离设施。

（三）加强照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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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携带婴幼儿出行时，应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规。

2．携带婴幼儿出行时，密切看管并限制婴幼儿随意活动。

3．携带婴幼儿出行时，给婴幼儿穿戴有反光标识的衣物。

4．婴幼儿乘坐童车出行时，规范使用童车安全带。

八、其他伤害预防

除上述伤害类型以外，还要注意动物伤、锐器伤、钝器伤、

冻伤、触电等其他类型伤害的预防控制。托育机构应针对本地区

3岁以下婴幼儿实际面临的伤害问题，开展伤害防控工作，最大

程度地确保婴幼儿健康安全。

九、婴幼儿伤害紧急处置提示

1．日常加强工作人员的急救知识培训，掌握基本急救技能。

2．发生严重婴幼儿伤害时，立即呼救并拨打 120急救电话。

等待救援期间，密切关注婴幼儿的生命体征，在掌握急救技能的

前提下先予以现场急救。

3．非严重婴幼儿伤害可先自行处置，并根据伤害情况决定

是否送医。

4．通知监护人。

附件：托育机构急救物资配置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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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托育机构急救物资配置建议

1. 消毒物品：碘伏或碘伏棉签，酒精或酒精棉片，生理盐水

或生理盐水湿巾、消毒湿巾。

2. 包扎固定物品：纱布绷带，医用胶带，三角巾，有条件可

配备自粘绷带、止血带、网状弹力绷带、不同型号夹板等。

3. 敷料：医用无菌纱布（大方纱、小方纱）、创可贴、干净

方巾、棉签。

4. 器械：医用剪刀、镊子、体温计、一次性无菌手套、安全

别针。

5. 常用药：退热药、抗生素软膏、补液盐、抗过敏药。

6. 其他：手电筒、急救手册、急救电话卡、紧急联系卡、急

救毯、冰袋、退热贴；有条件可配备转运婴幼儿用的担架或平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