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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在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的应用健康教育在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的应用

黄  珲

东阿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山东 东阿 252201

【摘  要】：目的：探究健康教育在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的应用。方法：收集 2022.1-2022.12间在疾控中心接受检查

的受检者 200例的资料，随机分组为对照组（150例，进行常规的健康指导）和观察组（150例，接受健康教育）。对比两

组的对传染病知识的掌握情况和传染病发生率。结果：观察组的传染病知识的掌握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传染病发生率则

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在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中，进行健康教育有显著效果，能够

提高受检者对传染病知识的掌握情况，降低传染病的发生率，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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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un Huang

Donga County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enter Shandong Donga 252201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Method: Data of 200 patients who underwent examinations at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from January 2022 to December 2022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150 

patients receiving routine health guidance)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150 patients receiving health education). Compare the mastery 

of infectious disease knowledge and the incidenc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 The observation group’s 
mastery of infectious disease knowledge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ealth edu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which can improve the 
mastery of infectious disease knowledge among examinees,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i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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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是一种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疾病，可以在人、

动物或动物与人之间传播。大多数病原体是微生物，而一

小部分是寄生虫。传染病的特征是病原体、传染性和流行病，

并且在感染后往往具有免疫力。因此，人们需要进行防控，

遵守防疫部门的规定，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传染病的类

型包括原发性感染、重复感染、重叠感染、混合感染和继

发感染。病原体在人体内相互作用，侵入身体，并突破身

体的防御进行繁殖。一些传染病，防疫部门必须及时掌握

其发病情况并采取措施。因此，发现后应按规定时间及时

向当地防疫部门报告，成为法定传染病。目前，我国法定

传染病有 A、B、C三类，共 40种。结核病、艾滋病和乙

型肝炎是常见的传染病，可通过血液、性接触、呼吸道等

途径传播。缺乏对疾病的了解是导致传染病的主要因素之

一。因此，在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时，有必要加强健康教育。

本研究分析了健康教育在疾控中心预防控制传染病中的应

用效果，具体报道如下。

1 1 对象和方法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本研究收集 2022.1-2022.12间在疾控中心接受检查的

受检者 200例的资料，随机分组为对照组（150例，男 78例，

女 72例，45.58±4.78岁，文化程度：小学 22例，初中 35

例，高中：48例，大学及以上：45例）和观察组（100例，

男 75例，女 75例，45.21±5.01岁，文化程度：小学 23例，

初中 31例，高中：47例，大学及以上：49例），对比两

组数据，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本研究中

的所有受检者均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的健康指导，包括常见的传染病类型

以及传播的途径等；观察组进行健康教育，具体方法如下：

（1）根据不同受检者情况进行健康教育：疾控中心工

作人员员应当根据受检者的受教育程度、年龄、视力和听

力等情况，对受检者进行分组，采用统一宣讲、发放宣传

资料、播放视频等方式进行健康教育。针对文化程度较低、

年龄较大的受检者，应以视频宣讲为主，更便于受检者理

解接受疾病的相关知识；针对听力、视力较弱的受检者，

则应以纸质宣讲资料为主，纸质宣讲资料的字体也应调大。

（2）根据不同的传染病进行健康教育：对传染病的健

康教育一定要是科学合理的，对传染病的发病原因、传染

途径、危害性、高危感染人群、预防控制措施等内容，都

需要进行统一的介绍，同时应该告诉受检者传染病应该早

发现、早治疗，但是不同传染病也有不同症状差异，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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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包括血液传播、唾液传播、性接触

传播等等，结核的主要传播方式是空气、唾液传播，而艾

滋病和乙肝则主要是通过血液传播。并需要告知受检者不

良的生活习惯也是诱发传染病的主要原因之一，疾控中心

工作人员需要为受检者讲解正确的生活习惯方式，养成良

好的生活饮食卫生习惯、作息时间习惯。

（3）根据受检者心理情况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大部分

受检者会对传染病容易产生恐慌焦虑等严重的不良情绪，

传染病病人容易被歧视或独立，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应当

对开展合适的心理健康教育，告知传染病的特点，帮助受

检者克服恐惧的心理，营造出良好的预防控制传染病的氛

围。

1.3观察指标

本研究观察对比两组的对传染病知识的掌握情况和传

染病发生率。传染病知识掌握情况采用自制的调查问卷，

问卷内容包括常见的传染病类型、传播的途径、预防措施等，

满分 100分，分数越高说明掌握情况越好。

1.4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t和

“ sx ± ”表示计量资料，使用卡方和 %表示计数资料，P

＜ 0.05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 结果结果

2.1传染病知识掌握情况对比

观察组的传染病知识掌握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如表 1。

表 1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传染病知识掌握情况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知识掌握情况（分）

观察组 100 87.02±7.98

对照组 100 84.68±1.52

t - 2.881

P - 0.004

2.2传染病发生率对比

观察组的传染病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如表 2。

表 2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传染病发生率对比 [n,(%)]

组别 例数 乙肝 艾滋病 结核 其他疾病 总发病率

观察组 100 1（1％） 0（0％） 1（1％） 3（3％） 5％

对照组 100 3（3％） 2（2％） 4（4％） 8（％） 17％

χ2 - - - - - 7.354

P - - - - - 0.007

3 3 讨论讨论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一词来自美国负责国家疾病

预防和控制的业务部门，现在更名为疾病控制和防止中心

（CDC或 CDCP）。目前，中国已经成立了 “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并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了相应的分

支机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由政府组织实施全国疾

病预防控制和公共卫生技术管理与服务的公益性机构。传

染病是通过各种渠道传播给另一个人或物种的传染病。通

常，这种疾病可以通过空气、水、食物、接触传播、母婴

传播等途径传播，直接接触感染者、感染者的体液和排泄

物以及被感染者污染的物体。结核病、艾滋病和乙型肝炎

是常见的传染病。传染病的危害主要是有，严重危害人类

的健康和生命，它对病人的危害轻者引起不适，严重的就

影响了肝、肾、脑、心、肺、血液等多器官的功能障碍，

甚至是危及生命。对于家庭和社会来讲，可以传染给密切

接触者。部分传染病传播极快，可以威胁全社会，导致突

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我国对传染病通常是以预防控制为主，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缺乏对传染病的认识和健康

的意识，导致对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效果不佳，因此展开对

传染病的健康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健康教育指的是有机会、有组织、有系统的社会教育

活动，是人们自觉的采纳有益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预防疾病，促进健康，

提高其生活质量。健康教育的核心是教育人们树立健康意

识，促使人们改变不好的生活习惯，促使人们改变不健康

的行为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常规的健康指导

只是系统的对传染病预防进行讲解，很多人听过之后还是

无法理解传染病预防的重要性。而采用有针对性的健康教

育，可以帮助受检者更好的理解传染病预防控制的重要性，

消除受检者对疾病的恐惧心理，达到更好的预防控制效果。

针对不同受检者的基本情况或受教育情况展开健康教育，

利于大部分病人都能更好的吸收传染病的相关知识，为做

好预防控制打下良好的基础，比如针对年龄大且受教育程

度低的受检者，应以视频宣讲为主；不同的传染病都有不

同的特点，针对不同的传染病进行健康教育，能够更好的

进行预防控制，比如：结核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它由结

核杆菌侵入人体引起，结核杆菌可累及人体除指甲、毛发

以外的全身各个脏器，其中以累及肺部即肺结核最为常见，

而结核的预防应该接种疫苗，指导受检者平时要养成良好

的生活习惯；每天保证充足的睡眠，合理的饮食，保持良

好的心态，另外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抵抗力；勤开窗

通风，让室内空气保持流通；咳嗽、打喷嚏应捂住口鼻，

不要随地吐痰；避免与肺结核病人接触，特别是在封闭和

拥挤的环境中，如接触不可避免，则应该选择带呼吸防护

装置，如面罩等；对肺结核高危人群或有肺结核密切接触

史的个人进行结合菌素皮肤实验，以尽早发现肺结核病人。

对受检者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也是预防控制传染病中非常重

要的一环，很多受检者一听到传染病，就容易产生恐惧的

心理，传染病病人也容易收到排挤或孤立，因此疾控中心

的工作人员需要对受检者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一方面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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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受检者的心理状态，缓解其的恐惧心理，让受检者更

积极主动的投入到传染病相关的教育中，另一方面也有利

于受检者传染病建立一个正确的认识，进而确保在健康教

育的过程中，提高受检者的配合度，疫控中心的工作人员

在开展各项工作的时候也能积极的配合。本研究也显示，

观察组的传染病知识的掌握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传染病

发生率则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综上所述，在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中，进行健康

教育有显著效果，能够提高受检者对传染病知识的掌握情

况，降低传染病的发生率，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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