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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流行病学特征和 

预防控制策略 

艾  勇 

大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北孝感  432800 

【摘  要】目的：探讨分析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策略应用与国家基本传染病预防项目中效果，探讨其临床可应用价值。方法：将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作为研究时段，该时段在某医院开展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策略引导下的国家基本传染病预防项目。将 2020 年 6 月至 2020 年 12 月内的 60 名基础群众作为对

照研究，将开展管理后的 60 名基础群众作为实验组开展研究，在研究完成后对两个时段的基础群众的公共卫生以及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策略基础知识进行对比，

分析组间差异。结果：在实验结果中显示相较于对照组来说，实验组内的基础民众的基本传染病预防质量更优，各项评分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显著（P＜0.05）。

结论：在进行国家基本传染病预防项目的管理时，将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策略理论应用于其中，有助于提高传染病预防项目的整体质量，能够促进我国现代化

的基本传染病预防开展，具有良好的可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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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预防是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策略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比例占到了世界总人口的 25%，也正是由于

人口数量较多，我国在进行传染病和疾病的控制时，难度相较于其他国

家来说，也明显更高，公共卫生的控制对于我国的普通民众身体安全来

说，有十分重大的意义[1]。在新冠疫情爆发时机，正是由于我国公共卫生

工作的质量，才能在抗疫战争中获得良好的战果[2]。在这样的背景下，相

关工作人员认为需要从疾病预防的角度入手开展有效的公共卫生控制，

这样才有助于保证我国的整体社会防疫质量，使公共卫生控制的整体质

量得到优化[3]。疫情常态化的管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良好的公共卫生

事件预防控制策略体系，通过有效的追踪和管理，则能够 大限度的保

障我国现代化的公共卫生治理工作顺利开展，尤其是在近年来疫情盛行

的背景下，相关工作人员更加需要建立完整的公共卫生法律法规，提高

依法防控和依法治理的能力。工作人员需要从多个角度积极的了解我国

目前公共卫生治理存在的常态化问题，并对其进行进一步的优化[4]。本研

究探讨分析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策略应用与国家基本传染病预防项目

中效果，探讨其临床可应用价值，现将方法与结果整理如下： 

一、一般资料 

1.1 一般资料 

将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作为研究时段，在该时段在某医院开展

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策略引导下的国家基本传染病预防项目，将 2020

年 6 月至 2020 年 12 月内的 60 名基础群众作为对照研究，将开展管理后

的 60 名基础群众作为实验组开展研究，对照组中群众的男女性别比为 26：

34，群众的年龄区间值为 26~82（67.4±3.1）岁；实验组中群众的男女性

别比为 30：30，群众的年龄区间值为 53~83（66.7±4.0）岁。 

临床统计审核后确认通过，本次研究基本资料可录入数据库进行对

比（P＞0.05）。 

1.2 方法 

经过防疫常态化管理控制传染病传播，要拟定一套完善的计划来防

患传染病的产生，随后从中实行宏观调节。计划为：（1）政府从卫生方

面的宣传以及再到法律的规范和对财政的扶持等方面，对各地的公共卫

生实行全面的宏观调节。（2）各地的政府要与当地疾病预防中心紧密配

合，做好关于传染病的防范、监察和疫苗接种等工作。实行该计划时伴

随人们对传染病认知持续加深从而实行对应的政策，关于计划要持续的

调整，干预程度也要缓慢使其加深。每一种传染病的传播途径不同、疾

病潜伏期不同、病毒变异速度快，并且传播速度很快，我们实行干预时

要依据它的不同时间、不同患病状况，随之实行不同的干预措施。早期

因为对病情和治疗方法的不清楚，则要把公共卫生环境做好，能及时对

疫情实行监督。与感染疾病的人群实行隔离，防止与免疫力低下容易感

染人群相挨近。如是季节性的传染病，则要着重建设传染病防范宣传工

作，诊治从重心转移为传染病早期预防期间。经过观察对象比较，城市

中的卫生管理工作与乡镇相比相对完善一些，乡镇的防疫常态化管理存

有诸多问题。此时国家则要对于该状况做好对应的管理方法，是增强各

地方行政管理强度和互相的沟通，将能用的资源变成共享资源，同时政

府也应提供资金作为扶持，完善每个地区的医疗设施，为农村提供对应

的各种供应，此时才可以更好面对传染病的来袭从而做出防范方法。 

当面临突然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时，每个部门做防范工作要按照法

律，不管是救助时会使用到的医疗设施还是有关进出口药物的审核，以

及医疗设施的监督，都要依照对应的法律。当有法可循后，传染病来袭

时每个部门才可以各尽其责，有序有效的展开传染病防患工作。在进行

传染病管理时，各部门工作人员还需要做好室内空气的有效清洁与消毒，

由于空气中微生物含量会对医院内的管理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工

作人员可以每日对空气进行有效的管理，例如购置空气净化器或臭氧机，

或者每日进行定期的开窗通风。而各医疗单位，则应做好院感防控工作，

对无菌要求较高的科室或者部门还需要进行紫外线照射，上午与下午各

进行一小时的照射，并做好相应的记录，以保障院内感染预防工作的责

任，能够落实到人。 

公共卫生教育对于每个人都是必不可缺的，一旦发生公共卫生事故，

媒体舆论会对社会的平稳造成危害。通常媒体对于政府有对应的限制作

用，媒体面对突然的卫生事故，采用的方法和医疗机构采用的方法不一

样。传染病的突然来袭，政府能够干预媒体的报道来对民心实行安稳，

因而才会有多种消息被封锁。媒体实行报道时，理应全面考虑社会的开

放状况与流言蜚语的散布，务必做好对应的报道工作。媒体报道时要格

外注重报道的内容要准确真实，正确指示人们做好关于传染病的防护措

施，更不能肆意散播疫情有关的信息，媒体要正确散播正能量，不辟谣，

让人们不信谣。 

卫生实验室是应对重大卫生事件的有效研究途径，而对实验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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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管理，能够有助于帮助我国解决在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预检卫生问

题，但卫生实验室管理工作中涉及到的一系列内容较为复杂，并且范围

较广，研究人员的流动性较强，并且实验环节较为复杂，需要获得足够

的人力资源支持和资金支持。因此在不同的实验室中需要与相关的医院

进行有效的结合，尽可能将管理方式进行现代化的优化强化技术人员的

培养，并不断增加资金投入应用于各种难点疾病的研究和管理中心，通

过这种方式进一步落实实验室工作人员的职责，强化制度建立，这样才

能使我国的卫生实验室成为防疫常态化管理以及预防医学研究的岗哨。 

预防医学与防疫常态化管理在开展过程中涉及到的一系列工作较为

复杂，与我国各个层级的管理工作都有较为密切的关联，总体素质的综

合性加强，对于我国的卫生防疫工作来说极为重要，所以无论是对于基

层人员还是对于高层次的科研人员，相关的管理单位，都需要不断强化

力度，做好人力资源的培养，而对于我国目前社会上的一些先进技术人

员来说，可以选择目标责任制的管理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有助于使相关

的资源投入获得足够的回报，借此使整个工作体系中的工作人员工作积

极性以及责任感得到保障，使人力资源管理成为我国公共事业发展的主

要方向。 

1.3 评价标准 

在评估完成后，针对两组基础民众的依从性、自我管理能力进行统

计调查采用自主制定的依从性评分表进行记录，满分为百分制得分越高，

说明对应项目的指标越优。 

1.4 数据分析 

研究人员在针对基础民众进行评价时，涉及到的计量资料与计量资

料分别应用 X2 和 T 值，统计学数据计算方法，按照相关计算步骤进行判

断， 终结果与 P 值关联，＜0.05 则记录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在实验结果中显示相较于对照组来说，实验组内的基础民众的基本

传染病预防质量更优，各项评分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显著（P＜

0.05）。 

表 1  两组民众的得分状况对比 

组别 例数 自我管理能力 依从性 

对照组 60 65.85±4.54 61.96±5.32 

实验组 60 89.26±2.85 90.63±3.89 

T  9.0968 10.8945 

P  0.0000 0.0000 

三、讨论 

就目前来说，我国的许多传染病在临床上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很大

一个原因就是由于我国的农村基础卫生管理质量较差，这与我国的防疫

常态化管理问题有较为密切的关联，在开展基层卫生管理时[8]，相关的

防疫常态化管理体系无法得到改善传染病的问题，也无法得到有效的解

决，这种现象很有可能导致疫病出现大规模的爆发。在进行公共卫生的

控制时，相关工作人员需要了解各个环节疾病的预防工作，并且还需要

重视社会环境的卫生状况，做好疾病的有效预防，这些都是开展公共卫

生控制时，相关工作人员需要重视的一项重要内容[9]。 

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策略理论应用于国家基本传染病预防项目

中， 主要的目的是通过简单的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策略教育，使民

众能够掌握基础的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策略理论知识在面对一些常见

的传染病是通过一些中药药方或者食补方来改善自身的免疫功能，起到

预防疾病的效果[6]，近几年的现状而言，我国多种传染病的患病率都较

高，如果想改变目前局势，则要先完善当下的公共卫生控制体系。处在

我们面前的关键问题在于怎样迅速提高我国的公共卫生控制体系，进而

防范多种传染病大范围的传播。同时，还要掌控好干预的强度，经过对

比，使用该措施实行科学的干预，才不会引发惶恐，确保社会稳定，传

染病防患也有了更好效果，也同步提高了公共卫生控制工作[15]。将公共

卫生事件预防控制策略预防方针方案应用于人体的日常生活中，则能够

有助于使人体的免疫功能得到改善，起到预防疾病的效果，而这也与我

国的医疗可持续发展有同样的目标。 

近年来的调查研究中显示，医学院校对于“公共卫生疾病防控”的

培养模式的认知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部分教师认为，在对学生进行培养

时，既然是需要提高学生的临床疫病公共卫生科研能力，则应当在一定

程度上忽略科研工作，这就直接导致在学习过程中对学生的科研训练存

在一定的不足。其次，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在进行公共卫生学

术性的培养是缺乏相关的经验，虽然也有一部分导师既能够对研究生进

行科学合理的指导，也能够指导专业学位研究生，但自身的学术压力和

工作压力较大，所以在进行培养时也是延续了传统的科学培养模式，偏

离了培养活动的初衷。科研工作对于现代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来

说至关重要，而医学院校在这样的环境中，需要加大力度将“公共卫生

疾病防控”的教学理念融入其中，许多来自基层医院的教师已经掌握了

基础的技术知识，并且累及了相应的临床经验，但这类学科研究生的整

体科研水平相对较低，学科知识整体来说较为薄弱，而对疫病公共卫生

科研能力的训练难度较大。 

总而言之，在进行国家基本传染病预防项目的管理时，将公共卫生事

件预防控制策略理论应用于其中，有助于提高传染病预防项目的整体质量，

能够促进我国现代化的基本传染病预防开展，具有良好的可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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