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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传染病的控制及预防方法探讨

李� 君*
江西丰城孙渡街道卫生院，江西� 331100

摘� 要：目的：探讨对于流行传染病的有效控制和预防方法并观察应用效果。方法：对����年�月至����年�月本

地区����名成年人结核病、乙肝的地区发病情况进行调查和统计，本地区自����年�月起开始启动流行传染病的综合

防控，对比综合防控前后本地区结核和乙肝流行疾病的发病率情况。结果：综合防控后流行传染病、结核病和乙肝

的地区发病率均较综合防控前显著下降，且综合防控前后结核病、乙肝的地区发病率对比中差异显著，��������。结

论：通过开展流行传染病的综合防控有助于降低地区流行传染病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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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流行传染病即传染病在群体当中出现流行的过程，是由病原体自感染者身体排出后通过传播途径侵袭下一易感

者，进而造成新的感染，与此同时流行传染病处于不断发生和发展的动态化过程。流行传染病的发生往往需具备三个

条件，即传染源、传播途径以及易感人群，各个环节之间相互依赖又相互联系>��。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

速发展以及人群流动性的不断增大，特别是人们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这些均是导致流行传染病可能实现大范围传播

的重要原因>��。对于流行传染病若未能进行及时有效的控制，非常容易导致暴发流行，同时也将产生严重的危害，对

于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产生影响，也对人民的健康安全产生严重威胁>��。例如暴发于����年末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

造成全球范围大流行，截至����年�月��日全球已累计确诊超过����万，累计死亡人数已超过��万，所以流行传染病

的控制及预防迫在眉睫。以下将进一步分析对于流行传染病的控制与预防方法。

二、资料以及方法

（一）临床资料

对����年�月至����年�月本地区����名成年人进行调查，男����名�女���名：年龄��～��岁，均值为（�������）

岁。对于危害性较高的结核病和乙肝的地区发病情况进行调查和统计。

（二）方法

本地区自����年�月起开始启动流行传染病的综合防控，具体方法如下：

���预防为主，全民参与

（�）预防为主

现阶段，我国对于流行传染病的主要工作方针是预防为主，群策群力以及因地制宜，从而不断发展完善三级保健

网，通过综合防控措施来遏制流行传染病的发展。特别是在疫情还尚未完全爆发前，对于易感人群需要积极采取有效

的防控措施，例如通过强化健康知识宣传来改变群体的卫生习惯和行为，进而切断病原菌的传播途径。利用形式多种

多样的宣教形式，如大众媒体以及专业讲座等，提升人民群众的预防知识水平。第二，应该强化人群免疫，通过进行

免疫预防是抑制传染疾病大范围流行的有效措施，如脊髓灰质炎以及天花等，通过进行免疫接种能够有效控制此类疾

病的流行性发展。第三，还应积极改善地区卫生条件，例如对于水源进行重点保护，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

饮用水。还需进一步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强化粪便的无害化科学处理，继续强化食品的监管力度，这些措施都有利

于从根本上遏制流行传染病的产生与传播。

（�）需要强化传染病的监测

对于传染病进行监测的主要内容有传染病发病情况、监测以及死亡情况的密切监测。除此以外，还应掌握病原体

的基本特性、传播媒介和动物宿主的分布与病原菌的携带状况等。人群免疫水平以及人口资料情况等都是进行传染病

监测的重要内容，在必要情况下还可针对流行因素以及流行规律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对防疫效果进行评价。目前，我

国主要开展常规报告以及哨点监测从而对传染病进行监测，其中常规报告中主要包含三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即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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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类和丙类；

���对于传染源、易感人群及传播途径的防控措施

（�）传染源防控

对于感染者应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以及早隔离。另外针对疑似或确诊的传染病例，需要严格依据防治法

规开展分级管理，例如对于疑似病例需开展医学检查、隔离以及随访。对于疑似的甲类传染病例应该在指定场所进行

隔离、治疗以及观察。对于疑似乙类传染病例需要在医师的指导下进行规范化的治疗以及隔离。针对病原携带者需加

强登记、随访以及管理，直到该病原携带者的病原体检查连续�～�次呈阴性。对于密切接触者需要加强检疫，此类接

触者的检疫期应该由最后的接触日期开始，直到该传染疾病的最长潜伏期。在动物传染源的防控中，针对危害性高以

及经济价值相对较小的情况需要进行彻底消灭。而针对危害性较高的野生动物以及牲畜等，需要采取深埋、捕杀以及

焚烧等处理措施。而针对危害性相对较低并且经济价值相对较高的情况，需要加强隔离和治疗，同时还应加强家畜、

宠物的接种以及检验检疫>��。

（�）传播途径防控

针对污染源环境需开展全面的杀毒和杀灭病原体，例如，粪便属于肠道流行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所以需要针

对污染物品和环境进行强化处理。呼吸系统传染疾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痰和空气，所以加强通风以及空气消毒非常关

键。血液性疾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注射器以及性活动，所以，需要大力推广避孕套的安全使用，同时杜绝注射器出现

公用的情况。

（�）易感者防控

首先是免疫预防，主要的措施有主动免疫和被动免疫。其中计划主动免疫是一项效果比较理想的防控传染病流行

的措施，特别是在流行病的传播期间通过进行被动免疫，有利于对易感者发挥保护作用，并且也能够提供良好的保护

性抗体。其次是药物预防，属于应急措施，然而药物预防的时间相对较短，同时效果缺乏稳定性，容易出现耐药性，

所以存在一定的应用和推广局限性。最后是个人防护，针对接触病原菌传染者需要加强操作规范并开展严格的防护。

（�）传染病暴发的紧急预防

当地的地区政府需要快速动员并组织相关力量开展防治，在上级政府批准后可以立即采取以下措施：如停止人员

密集区域的相关活动、关闭集会、影院以及集市等，学校、商店以及工厂等可进行停课、停业以及停工，对于受到病

原体污染的水源可进行封闭。

���建立健全传染病的长效防控机制

针对流行传染病进一步强化监测力度是实现传染病有效预防和控制的重要措施，例如，对于发病情况、临床死亡

情况和传染病致病源进行密切监测，进一步完善传染病的防控和预警机制。例如，传染疾病的防控体系、全面建设以

及信息情报系统的全面建设以及公共卫生救助体系的建设等，对于国外输入性的传染疾病还应加强监控避免出现流行

传播。

（三）评价标准

对比综合防控前后本地区结核和乙肝流行疾病的发病率情况。

（四）统计学方法

文中数据行6366����分析，数据标准差为（ � �± ），组间数据行��χ��检验，��������：有统计学意义。

三、结果

综合防控后流行传染病结核病和乙肝的地区发病率均较综合防控前显著下降，且综合防控前后结核病、乙肝的地

区发病率对比中差异显著，��������。如表��

表1�综合防控前后流行传染病地区发病率对比[�（％）]

时间 � 结核病 乙肝

管理前 ���� ��（����） ��（����）

管理后 ���� ��（����） ��（����）

χ��值 ����� �����

�值 ����� �����

四、讨论

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流行传染病表现出明显的复燃迹象，其诱发原因较多，例如病原体变异以及滥用抗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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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别是抗菌药物存在的耐药性情况，诸如疟疾、结核病菌、流感以及霍乱等。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

展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不断转变，除此以外受到环境污染等因素导致流行传染病出现死灰复燃的迹象，与此同时还

出现了新型的传染病，其传播性更强且危害性更高>��。有报道指出>��，近��年来全球新发现的地区传染病种类高达��

余种，例如����年爆发的“非典”，����年末爆发的“新冠”，以及艾滋病的全球流行趋势等，均给人类的健康安全

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对于流行传染病加强预防和控制势在必行。与其他疾病相比，流行传染病具有更加显著的特

点，例如病原体能够通过传播途径进一步传给他人，同时流行传染病的特点还体现在流行性、地方性以及季节性等方

面。在对流行传染病进行预防及控制中，还需结合新时期流行传染病的实际特点来加强综合防控，积极动员全社会进

行广泛参与，从而提升公众的自我防护意识，对于流行传染病进行长期防控。然而可以相信伴随着医学技术以及科

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流行传染病的治愈率也将进一步提升>��。从本次的研究结果来看，通过开展流行传染病的综合防

控，本地区成年人结核病和乙肝病地区发病率与防控前相比得到明显降低。这提示，积极开展综合防控能够遏制流行

病的传播与发展，有利于维护人民的健康与安全。

五、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开展流行传染病的综合防控，有助于降低地区流行传染病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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