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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校作为一个人群集中且学生较多的生活场所,同时给传染病的暴发提供便利场地[1]。传染病一旦蔓延到学校，则会给学生的身心健

康及教学秩序带来很大影响，同时给社会也形成了一定负面形象。因此，为有效加强学校传染病的防治工作，现对某区某学校发生的公共

卫生事件防治工作进行分析及相关策略的制定，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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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资料 
收集本市 2013 年 4 月～2015 年 4 月以来通过国家《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报告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大多发生

在中小学及个体私营幼托机构，主要事件包括：水痘、肺结核、流

感、手足口病等，所有突发事件均经过流行病学调查。 

2 存在问题 

2.1 学校对传染病防治工作法律责任意识淡薄 

由于多数学校领导干部在卫生管理方面不太重视，导致传染病

的防治工作内容也视而不见，认识不到学校传染病的严重性及防治

工作的重要性。例如：某私人幼儿园发生严重腹泻感染事件，主要

原因就是由于幼儿肠道较弱，餐具、茶具均未消毒处理，进而引发

传染病事件。反方面明显展现出了个别学校及幼儿园在执行《食品

卫生法》《传染病防治法》时的敷衍程度，及存在的各种问题，有

关部门应高度重视起来。 

2.2 学校卫生管理组织不健全 

由于学校卫生部门工作人员的缺乏、错位问题的出现，多数学

校并未单独成立卫生管理部门及监管人员。学校配置的校园医生及

保健老师等相关人员并未按照由学校制定的卫生工作条例的标准

来执行，公共卫生意识薄弱，缺乏学校传染病疫情的准确判断力及

敏感度，各代班主任对突发疫情的具体情况认知不清。 

2.3 学校卫生相关制度不完备 

2.3.1 晨检和疫情报告制度 

晨检工作不完善，不清楚学生的进出入校园情况，不能及时发

现传染病源；相关部门对疫情的报告工作不到位，不能及时传达具

体疫情。学校与所在街道与公共卫生部门的沟通联络较少。进而造

成多数学校因不能及时了解疫情情况，而无法做出相对应的预防防

治措施，错过了控制疫情的最佳防治时间。 

2.3.2 隔离消毒制度 

发现疫情之后，隔离条件及隔离措施都无法达到标准，卫生隔

离设施、消毒药品的调配、消毒方法等都不规范，对“带病入学”

这一现象仍需相关人员一进步落实。 

传染病消毒是指通过物理或化学方法消灭停留在不同的传播

媒介物上的病原微生物，从而切断传播途径，阻止和控制传染病的

发生。不同的传播途径引起的传染病，消毒的效果和方法有所不同。

消化道传染病如细菌性痢疾、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等，病原体通过

呕吐物或排泄物排出体外，污染范围较局限，如能正确的进行消毒

切断传播途径，中断传染病传播的效果较好。呼吸道传染病如流感、

水痘、麻疹、肺结核等，病原体会随呼吸、咳嗽、打喷嚏而排出，

再通过飞沫而播散，污染范围很难确定，进行消毒较为困难，须同

时采取空间隔离才能有效中断传染。 

2.3.3 预防接种证查验制度 

对幼儿园学生的预防接种证的查验情况做得不具体，往往健康

档案中的接种信息栏目显示接种史不详，幼儿的疫苗接种率普遍较

低。尤其是个体私营幼托机构，由于幼儿需家长接送，进出人员较

为繁杂，加上对幼儿的出入检查过于松懈，导致适龄儿童无法完成

疫苗接种事项。 

2.3.4 健康教育制度 

对传染病多发季节时期，对教师、学生相关传染病的防治工作

的健康宣传教育活动做得不到位。 

2.4 当前学校传染病防制工作主要应针对民工子弟学校及个

体私营幼托机构 

目前，随着外来打工人员不断增加，民工学校为顺应需求大量

扩建民工子弟学校，个体私营幼托机构也相继开展，但由于资金受

限，学校条件设施等方面都不及其他学校，尤其是卫生方面，加上

学生的流动性较大，管理方面遇到的问题较为繁琐。部分学生因家

庭条件及经济问题没有一个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疫苗接种也大多

不全。学校在发生疫情时，为避免受到处罚，往往选择隐瞒，预防

控制工作难以执行。 

3 对策与建议 
学校突发疫情涉及到的范围比较广泛，对社会具有一定的影响

力。因此学校的卫生及疫情防制工作应得到各领导及教师的重视，

另外，对民工子弟学校及个体私营幼托机构需重点防制。就目前学

校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存的问题及弊端，现做出以下整改措

施。 

3.1 增强法律责任意识,依法加强联合防治 

根据《食品卫生法》、《传染病防治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

等明文规定，各级院校均有预防传染病及防控工作的责任和义务。 

政府作为领头羊，应积极指导各卫生及教育部门之间的相互协

作能力，并坚持以预防为策略方针，与防治相互结合的下，根据《传

染病防治法》和《学校卫生条例》的相关规定，高度重视学校传染

病突发事件的防治对策及管理制度。各院校与卫生防治部门之间相

互联系，并定期开展卫生防治措施会议，成立卫生监管小组，加强

联合防治，将以往的单一部门的工作制度做出彻底改变。学校卫生

工作管理需明确管理人的职责，加强学校所在街道的卫生服务部门

及时沟通，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传染病防治体系，彻底改善学校预防

控制措施落实到实处问题[2]。 

3.2 建立健全相关的卫生制度 

完善的学校卫生管理制度与各项制度的开展有很大关系，其中

尤为重要的制度措施包括晨检制度、来访登记制度、疫情报告制度、

因病缺勤追查病情制度，这些都可作为提升学校卫生管理水平的重

要条件。由卫生部协同教育部门联合制定的《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

病疫情报告工作规范》制度只有执行力及贯彻力均能很好地实施下

去，才可尽早发现疫情并控制疫情，为做好突发卫生事件及报告工

作提供帮助[3]。 

3.3 加强人员和卫生设施配备,做好相关人员的培训工作 

结合学校真实卫生情况，并根据《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内容要

求，依据学校规模大小及需求为其配置专业保健教师，设立整洁并

配备消毒措施的卫生间。此外，农村学校的饮水问题，一定要保证

供应的饮用水均经过消毒处理后，方可使用。以“分层分类，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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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为依据，对校长及各级领导重点进行相关法律及卫生防治方

面的培训课程，提高他们依法经营学校的各项管理，此外，还要对

院校的保健教师及校医开展关于卫生业务知识及防护方法的培训

学习，综合全面提高学校突发传染病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治能力[4]。 

3.4 加强学生健康教育工作 

学校可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进行传染疾病防治的宣传

活动，比如：各班级开展关于以卫生为主题的班级会议、院方主办

相关主题活动、召集家长讲解卫生突发事件的危害性及防治措施、

学校网站、院内宣传栏，鼓励家长及学生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每个人都应熟练掌握预防传染病的方法，努力取得各家长对学校传

染病卫生事件防治措施的支持和理解[5]。 

3.5 加强休学复学管理工作 

学校要做好常见及多发传染病的休复学管理工作。根据专业医

疗机构的休学诊断证明，对于需要休学的学生采取休学管理，学校

应做好说服劝说工作。患病学生经治疗康复并取得专业医疗机构出

具的康复证明后，方可复学。 

3.6 相关工作的监督检查 

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需将卫生条例完全归入到学校安全考核

范围内，新校的开展，需综合全面进行审批，通过最为关键的是将

学校卫生工作作为审核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外，教育部门与相关卫

生部门需在学校设立卫生监督小组，对学校传染病的预防工作进行

严格监督和引导[6]。 

综上所述，为了某校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能有效得到防治和控

制，首要做的就是教育部门与卫生部门结合，并对学校及个体幼托

机构的设施有无落实到位，做出重点监督，尤其是民工子弟学校及

农村幼儿院校、小学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对其生活的环境及用水安

全问题做出相应改善，提升校内医务人员的专业知识及相关卫生法

规的培训任务，将学生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不仅在专业上得到保障，

并且得到组织的支持和鼓励。其次，对于个体幼托机构及小学生，

需加强他们的免疫力，尤其是易感人群，在学生环境中建立起有效

的免疫屏障。最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加强对疾病的监测及开展

有效的预警模式，对监测报道具有较高的判断力，争取做到早发现、

早隔绝、早治疗、早康复，杜绝卫生突发事件不被控制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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