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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传染性疾病也在不断进

化和发展。在日常生活中，公共卫生管理部门需要实时

采取各种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控制传染性疾病对社会

带来的不利影响，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社会

公共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1　公共卫生管理在传染性疾病预防中的作用

1.1 公共卫生管理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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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公共卫生管理的现状和水平日益关注。公共卫生管理

的主要任务是预防和控制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确保居民生命健康和安全。由于跨境贸易愈发频繁、旅游业飞速发展

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传染性疾病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传播频率也逐渐加快。传染病的高发在影响

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有序运行的同时，对公共卫生管理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成

为常态化，传染病预防与控制已经成为公共卫生管理领域的重要课题。自2016年起，我国政府稳步进行医疗卫生体

制改革，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医疗体制已更加合理，但在实际工作中，公共卫生管理部门需要不断优化管理

手段和管理方法，以更好的控制传染性疾病这一全球性难题。基于此，本文在分析公共卫生管理在传染病预防中作

用的同时，探讨可行的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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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living standards, 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status and level of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The main task of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i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spread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to ensure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residents' lives. Due to the increasing 

frequency of cross-border trad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the accelerating process of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spread of infectious diseases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and the frequency of transmission has gradually accelerated. The 

high incidenc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not only affects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orderly operation of the 

society, but also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level of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At present,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new crown pneumonia epidemic has become normal, an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field of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Since 2016,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teadily carried 

out the reform of the medical and health system.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ur country's medical system 

has become more reasonable. However, in actual work, the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department needs to continuously 

optimize management methods and management methods to better the global challenge of controlling infectious disease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ole of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in the preven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discusses 

feasible managemen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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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管理在传染性疾病的预防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公共卫生管理部门发挥在社会层面的高影响力可以

有效指导居民把握传染病的具体特征及危害，帮助居民

积极对传染性疾病采取预防措施，提高传染病预防的力

度和效果。此外，切实发挥出公共卫生管理的指导作用，

通过各种渠道宣传普及传染性疾病的防控知识，发挥民族

区域自治和基层群众自制的制度优势，促进各级政府之间

的协调合作，并实时汇报、监督相关工作落地实施情况，

指导各级政府全面投入到传染性疾病的防控工作中。

1.2 公共卫生管理的协调作用

公共卫生管理部门要找准站位，谨慎借助宏观调控

的手段，落实各阶段性、细节性工作，确保各职能部门

内的工作人员能够发挥出主观能动性，与社会力量的增

援取长补短、相互配合，强化传染性疾病防控工作的开

展质量，促进预防工作的有序施行。

1.3 公共卫生管理的监测作用

公共卫生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要加深对公共卫生管

理监测职能的认识，认真做好监测工作，将传染病预防

做到合理最优，把传染病的发展控制在合理范围，需要

不断优化自身的专业素养，加强国内外现代管理与监测

知识的学习，借助现代化的专用设备进行科学监测，不

断优化监测的手段，以达到良好的防控效果。

2　传染性疾病预防的三种公共卫生管理力量

2.1 行政管理力量

政府行政部门在传染性疾病防治工作中其主导作用，

其发挥优势作用的主要抓手是宏观调控，常用的措施有

专项财政经费的支持、人力物力等资源的协调配置，是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坚实基础。在传染性疾病发展

初期，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重心主要在隔离感染者和控

制传染源，防止传染病发病范围的扩大。在传染性疾病

防控过程中，行政部门要做好事态监测，实时监控疾病

发展的最新情况，并根据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落实各

项管理措施，确保防控方案全面、高效、科学、优质。

监督检察部门针对传染病预防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情况，

进行全过程监督。与此同时，政府行政部门利用官方媒

体对传染病发展、防控情况进行报导，在防止谣言传播，

提升宣传效率，为居民获得真实信息等方面提供帮助。

2.2 法律法规力量

法律法规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规范标准，法律法规保

障着参与到传染性疾病预防工作的部门与人员的权利与

义务，依法行事是一切工作的基本准则。在防控工作的

开展中，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建章立制。我国已制定相应

法律法规和各级制度，明确相关管理部门在疾病预防和

管理中的职责、方法以及监督机制。但是，这些规章制

度随着防控工作的不断深入仍需要不断完善和增补，需

要在具体传染病预防和管理工作中，不断的优化整合，

以确保相关部门责任划分准确、保证公共管理质量、保

障传染性疾病感染者的权益。

2.3 媒介力量

随着大数据信息时代的到来，公众媒介对居民日常

生活影响巨大，是居民主要的信息来源。公众媒介对于

信息传播体现着诸多优势，传播时效性强，传播速度快、

影响范围广，传播形式多样且不受地域限制。在传染性

疾病预防的工作中，公众媒体的介入对传染病的防控工

作发挥着关键的知识宣传及舆论导向作用。公众媒介的

作用主要体现在突发传染病相关信息的传播上，有效的

借助各种形式的公众传播媒介可以及时地进行信息传播，

积极采取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辅助传染病的防治工作。

因此优化公众媒介行业的发展，提升媒体人的职业素养

至关重要，媒体人应秉持报导客观、真实的职业精神进

行信息传递，通过新闻和实况报导辅助传染性疾病的防

控工作，在维持社会稳定、有序进行防控救治方面起到

应有作用。

3　管理建议

3.1 预防传染性疾病

公共卫生管理部门对传染病预防工作的重视程度直

接影响相关工作的有效性。首先，相关责任单位要提高

对传染性疾病的关注度和敏感度，强化传染病预防工作

的观念，将重点放在传染病预防部门的管理和控制上，

利用公共卫生部门的专业和权威引导社会的关注与重视。

公共卫生管理工作要围绕传染病的相关内容展开，管理

要全面覆盖传染病的周边方面，例如在结构、人员、资

金、技术等多个方面提供保障，设置相应的管理战略与

方案，强化制度监管，把传染病的预防纳入到各级公共

卫生管理项目中去，使传染病预防工作的开展更加规范

化、系统化。

3.2 优化传染性疾病的预防体系

要保障传染病工作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健全的传染

病预防体系，在实际工作中，想要取得良好的管理成效，

先要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结合当下管理工作的实际情

况与需求，对管理的制度进行动态的调整，优化相应的

体系，保障传染病预防工作的科学开展。公共卫生管理

部门要成立自上而下的工作组，明确各部门的工作职责，

建立必要的专职机构，配备专员，确保传染病预防工作

的持续开展。在工作组织结构上，要以基层医疗卫生事

业发展为基础，加大对基层的支持力度，以各级防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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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点，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并提供各级、部门技

术和设备的支持，建立综合监控网络。

3.3 调节传染病预防制度

在完善工作制度方面，也要对现行的管理制度进行

评价和改进，有效的管理制度是保证工作顺利开展的重

要条件。公共卫生管理要投入一定的资源和精力在建立

管控制度上，使传染病预防工作逐步落实到位，养成始

终如一的工作习惯，提高传染病防治工作的有效性。由

于这项工作涉及的项目多、领域多，所以要宏观上看，

避免各部门产生冲突或重叠，针对一些常规内容要建章

立制，为传染病预防长期工作的进行提供制度基础。公

共卫生管理主责部门要收集行业各层级的工作反馈，了

解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制定对策考虑长远需要，充分

体现创新意识，不断完善管理制度，才能更好实施适应

当前社会环境的管理举措，引导动员基层群众积极参与，

形成预防传染病的网络体系，构建激励性制度，在传统

制度控制的基础上，通过心理认知加强不同部门的协作。

完善监测体系，确保各项制度落实，特别是在传染病的

监测、数据采集、管理反馈等方面，确保组织的活力和

各部门的积极配合。

3.4 组建传染病预防队伍

公共卫生管理部门要强化人才队伍的培养与组建，

切实发挥公共管理的实际作用，重视专业人才的吸纳和

培养，组建专业的传染病预防管理梯队。在人才的选拔

上，公共卫生管理部门要进行专业考核来组建传染病预

防队伍，从而培养出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的技术人才，

保障传染病宣传工作符合当下社会环境的发展形势。加

强网络和信息平台建设，拥有先进信息技术的专业团队

可以充分发掘传染性疾病预防和管理方面的潜力。制定

全面的培训评价体系，通过培训提高在职员工的技术水

平和业务素质，通过考核评价在职员工的工作效率，提

高综合素养。

3.5 加强药品的研发、使用和管理

医学研究在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中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因传染病

死亡的人数与以往相比大幅下降。从长远来看，传染病

的预防应提供完整的药品供应链。由于我国医学研发人

才较为缺乏，需要加大医学研究投入，集中培养相关人

才，提高研究人员的专业技能，提高新药研发能力。

3.6 分发挥公众媒体的调解作用

在传染性疾病预防工作的开展中，公共卫生管理和

公共媒体、舆情之间的关系密切。公众媒体是有效控制

舆论导向的重要路径，同时控制大众舆论导向也是媒体

调节的重要部分。政府需要稳定公众媒体产生的影响，

各传播媒介在报告传染性疾病的发展情况时，既要保障

信息的精准性，又要避免过分宣扬，对正在进行的公共

卫生事件要报告处理得当，也是为了避免引起大众的恐

慌，做出正面积极的引导。

4　结束语

公共卫生管理部门针对传染性疾病的预防管控与工

作开展，任重而道远，发现的问题需要予以重视并积极

寻求解决方案，明晰管理职权，明确在传染病防控工作

中起到的作用，扮演好相应的做好宣传、协调、以及监

管等角色，积极的优化相关制度，构建专业化队伍，助

力传染病预防工作的高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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