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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呼吸道传染病的特点，制定相应的预防控制措施。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门诊在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0 月期间，收治的

79 例呼吸道感染疾病患者，总结归纳呼吸道传染病的临床特点。结果：男性呼吸道疾病发病率明显多于女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儿童群体和青壮年群体出现呼吸道传染病的概率高于老年群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肺结核和水痘发病率明显高于手足口病，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呼吸道传染病多发于男性，少年儿童和青壮年发病率相对较高，疾病以肺结核和水痘为主，采取科学规

范的防范措施，可明显降低疾病发生风险，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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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传染病通常是由各种病原性微生物侵入机体咽喉、气管

以及鼻腔后所致，该病症具有较强传染性，加之传播途径十分众多，
而控制难度也非常大，因此会对机体健康造成直接威胁。基于呼吸
道传染病，国内已先后制定起隔离防范制度，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控
制了该病症的出现，但其发病几率仍然呈不断上涨趋势，这就需要
临床专业人士深入研究呼吸道传染病的特点与预防控制措施。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我院门诊在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0 月期间，收治
的 79 例呼吸道感染疾病患者，均经影像学检查或实验室检查确诊，
其中男 51 例，女 28 例；年龄 1-78 岁，平均(26.2±18.9)岁；除肺
结核外，一般病程 2-30d，平均(17.2±0.9)d。患者临床表现以发热、
体温上升、呼吸急促和呕吐腹泻为主。 

1.2 方法 
回顾入组患者临床资料，总结归纳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和不

同类型呼吸道传染病患者的临床特点。观察指标：不同性别、不同
年龄患者出现呼吸道传染病的概率和不同类型疾病发生率。 

1.3 统计学方法 
将文中数据置入统计学软件 SPSS22.0 中进行处理，呼吸道传染

病发生率用百分数(%)和χ2 表示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结果 
男性患者出现呼吸道传染病的概率 64.56%，女性患者出现呼

吸道传染病的概率 35.4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
18 岁的群体和年龄 18-60 岁的群体出现呼吸道传染病的概率明显
高于年龄＞60 岁的群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各种呼吸
道传染病中，水痘和肺结核的发生率明确高于手足口病，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呼吸道传染病特点 

临床特点 例数 百分比（%） 

男 51 64.56 性别 

女 28 35.44 

＜18 岁 33 41.77 

18-60 岁 41 51.90 

年龄 

＞60 岁 5 6.32 

肺结核 38 48.10 

水痘 33 41.77 

疾病类型 

手足口病 8 10.12 

3.讨论 
随着呼吸道疾病发病率不断增高，人们已经认识到对呼吸道疾

病预防控制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一些呼吸道的传染性疾病，这些
疾病的类型比较复杂、其传染性极强，并且传播的途径多样、传播
迅速等特点，已经成为了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的难点及重点。例如
肺结核就是一种具有一定特点的呼吸道传染病，从我院所报告病人
年龄及职业来看，以青壮年无稳定职业者易感，此类人群流动性大、
不注意饮食及生活规律，经常熬夜、营养不足、缺少锻炼，呈现一

定的机会性感染的特点。呼吸道传染病的针对性预防控制措施如
下。 

3.1 预防对策 
呼吸道传染病病人管理实践活动的开展，其重点项目即为疾病

预防，通过加强身体锻炼、预防接种、健康教育以及环境管理的手
段，实现疾病预防目标。第一，鼓励人们加强体育锻炼，坚持“劳
逸结合”与“合理作息”的基本原则。对于部分易感人群，应当鼓
励其坚持进行身体锻炼，通过提升其免疫能力，有助于预防疾病发
生。同时，饭前便后应当勤洗手并且正确洗手，给予毛巾等清洁用
具日常定期消毒，确保其卫生达到既定标准。除此之外，严禁滥用
各种抗生素、保健品以及药物等。第二，加强预防接种控制。在病
症流行季节来临之前，需要给予易感人群针对性地接种疫苗。由于
部分呼吸道传染病本身具有显著季节性特征，包括腮腺炎、流感以
及百日咳等，均需提前予以疫苗接种，以防病症出现之后难于控制。
第三，加强环境管理。疾病流行时期，人群的学习场所、生活场所
以及工作场所等都需要进行定时通风，通过合理布局，确保空气的
流通性。除此之外，公共场所内还应当保证良好采光效果与通风效
果，在加强环境卫生管理的基础上，防止出现细菌滋生等情况。第
四，加强健康教育。以开展疾病宣传活动等方式，使人们认识到呼
吸道传染病的危害性，使人们自觉养成预防疾病的思想意识。同时，
嘱咐人们注重自身卫生习惯，在打喷嚏、咳嗽的时候应当用纸巾对
口鼻进行遮挡，远离可能携带感染源的动物或人群。 

3.2 控制措施 
对于已经患上呼吸道传染病的病例，必须予以立即隔离，以防

和健康人群进行接触之后使之受到感染。对于曾与感染源产生亲密
接触的人群，应当将其视作追踪对象，并对其临床症状与表现进行
全方位密切监测，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必须予以及时处理。基于呼
吸道传染病的细菌性带菌对象，在疫情的高发阶段可予以应用敏感
型的抗生素，用以防止疾病的发生。当疫情大范围暴发之后，必须
给予老年人群、青少年群体以及婴幼儿群体等进行疫苗接种。如果
机体出现了感冒的各种症状，必须立即就医，查看其是否存在着高
热症状，通过深入检查后，对其病症类型进行判定，用以排出非呼
吸道传染病病例。而对于确诊病例，在予以隔离治疗的同时，还需
要追踪和调查各接触对象，防止病原的进一步扩大。 

总的来讲，对呼吸道疾病加强预防和控制十分必要，医护人员
在采取了相关预防措施之后，使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患者的病情得到
有效控制，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对呼吸传染性疾病患者进行预防和控
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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