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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公共卫生传染控制的探究

张 勇 孙德忠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四宝山卫生院 山东 淄博 255088

【摘 要】：目的：探究基层公共卫生传染控制的效果。方法：此次研究样本数量为 60，样本来源为 2020 年 7 月到 2021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健康体检者，所有样本根据入院时间被平均分成 2个小组，强化公共卫生传染控制后入院的 30 例自动划入研

究组，在此之前入院的 30例自动划入参照组，分析传染管控效果。结果：研究组传染病总感染率为 3.33%，远低于参照组的

20.00%；在疾病类型方面，研究组流行性感冒占比 3.33%，参照组手足口病占比 3.33%、流行性腮腺炎占比 6.67%、流行性感

冒占比 10.00%，统计学有意义（P＜0.05）。研究组对公共卫生传染控制效果的总满意率为 93.33%，远高于参照组的 73.33%，

统计学有意义（P＜0.05）。结论：在基层加强公共卫生传染控制，能提高传染病预防效果，还能获得更高的群众满意度，有

普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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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传染病是一类会给社会公众生命健康构成威

胁的疾病，种类较多、传播途径广、严重程度不一，但无不

例外会在人群中快速扩散，是全社会都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1]。目前，基层公共卫生传染控制力度不够，也就让传染病

肆虐，危及人群安全。因此，基层医疗机构需要不断提高重

视程度，进一步强化公共卫生传染控制，不断加大力度、多

方面着手，有效预防传染病扩散。为了认识强化公共卫生传

染控制后能带来哪些实际效果，本院进行了此次探索研究，

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在我院 60例收治的健康体检者中展开，研究

起始时间是 2020年 1 月，在 2021 年 1 月结束。将选取的所

有人员按照入院时间顺序做小组划分，强化公共卫生传染控

制实施前后入院的各占 30例，分别定义为参照组和研究组。

参照组中年龄最长者 67岁、年龄最低者 15岁，中间值（40.27

±3.15）岁，其中女性和男性分别为 13例和 17 例。研究组

中年龄最长者 66岁、年龄最低者 14岁，中间值（40.26±3.51）

岁，其中女性和男性分别为 14 例和 16 例。以上数据各组之

间无差异（P＞0.05），达到研究要求。

1.2 方法

参照组入院时实施传统的公共卫生传染控制，只是单纯

的展开简单公共卫生宣传教育，并及时上报发现的传染病人

员，给予相应的处理。

研究组入院时已经开始强化公共卫生传染控制，策略如

下：

1.2.1公共卫生传染病知识宣教

①在基层宣传教育过程中，灵活运用多媒体技术，将微

信公众号、报纸、电视等结合起来，对常见的公共卫生疾病

相关知识做宣传，扩大宣传范围和宣传力度，宣传内容包括：

传染病防控的重要性、传染病带来的危害、传染病的类型、

主要传染源、传染途径、防治方法等，逐渐提升常见传染病

认知度和自我保护意识[2]。同时，对各种知识宣传的内容做

好把控，避免存在错误情况，误导群众，让其被传染病相关

问题困扰。还需要有相应规章制度，严格惩治疫情造谣者，

保证公共卫生传染控制工作顺利进行。②逐渐提升医护人员

的专业技能，不断研究有效的治疗措施，同时在与传染病患

接触过程中，进行心理安抚，告知其不必紧张、恐慌，在面

对疾病时需要时刻保持冷静的态度，不仅要叮嘱其积极进行

治疗，还要指导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工作，避免传染给更多人。

1.2.2控制公共卫生传染源

①要求人们在正常的生活中，要正常对所有物品和生活

区域消毒，防止病毒、细菌等滋生，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远离

传染源[3]。②在基层政府主导下，高度重视传染源隔离措施，

并积极采用合理的方法治疗不同类型传染病。鼓励人民群众

积极的接种传染病疫苗，自身产生抗体，有效预防感染疾病。

③基层公共卫生传染控制部门，需要认真检查地区间来往的

物流、人群等，保证携带病毒的物品或人不能进入本地区；

如果在排查过程中发现传染源，要仔细消毒，立即隔离治疗，

同时汇报给相关职能部门。④公共卫生常见传染病一旦发

生，需要立即启动防控措施，并做好相应的应急预案，并在

人群比较集中的单位、场所集中发放传染防控措施，引导人

民群众自行做好疾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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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监测公共卫生传染病发展趋势

①基层传染防疫部门，需要利用网络系统，共享传染病

相关资源和防控情况，本地区检测到的传染病发生情况及时

共享，让周边其它地区也能及时做好防控措施，避免大范围

扩散。②通过网络系统还可以进行大数据处理分析，监控传

染病发展，对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趋势做准确预测。

1.3 观察指标

统计各组研究对象常见的传染病感染情况。调查所有对

象对公共卫生传染控制效果的满意程度，分为不满意、比较

满意、非常满意三个选项。

1.4 统计学分析

在 SPSS23.0 系统中录入研究中涉及的各种数据，其中计

数资料包括传染病感染率、公共卫生传染控制效果满意度，

通过 x²检验，并用百分比描述，如果检验结果 P＜0.05，说

明统计学有意义。

2 结果

2.1 分析各组研究对象传染病感染情况

研究组总共 3.33%（1/30）的人员感染传染病，疾病类

型为流行性感冒；参照组总共 20.00%（6/30）的人员感染传

染病，其中 3.33%为手足口病、6.67%为流行性腮腺炎、10.00%

为流行性感冒，各组之间的总感染率差异明显（P＜0.05）。

表 1 分析各组研究对象传染病感染情况（n,%）

分组 例数 手足口病
流行性腮

腺炎

流行性

感冒
总感染率

研究组 30 0(0.00) 0(0.00) 1(3.33) 1(3.33)

参照组 30 1(3.33) 2(6.67) 3(10.00) 6(20.00)

x² 4.043

P 0.044

2.2 分析各组对公共卫生传染控制效果的满意程度

研究组 93.33%（28例）对公共卫生传染控制效果满意，

其中包括 16例（53.33%）比较满意、12 例（40.00%）非常

满意；参照组 73.33%（22 例）对公共卫生传染控制效果满

意，其中包括 13例（43.33%）比较满意、9 例（30.00%）非

常满意，各组之间的总满意率差异明显（P＜0.05）。

3 讨论

常见的公共卫生传染疾病具有很多不同的类型，而且在

传染源、传播途径等特点方面也各不相同。比如流行性感冒、

腹泻等疾病等是比较容易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一般也不会

出现严重的症状[4]；而肝炎、结核病、性病等一旦感染想要

治愈存在较大难度，而且严重发展还会致死[5]。因此，需要

积极控制公共卫生传染病，如果是已经感染的人员要尽早隔

离治疗，只有高效控制传染源，才能防止病情大范围扩散，

确保区域内人群安全。

在我国很多基层地区，公共卫生传染控制力度不足，相

关知识宣教工作不到位，所以需要强化管理，避免公共卫生

常见传染病暴发和流行。在此次研究中，强化公共卫生传染

控制后的研究组人员，传染病感染者占比远低于参照组，分

别为 3.33%和 20.00%（P＜0.05）。同时，研究组对感染控制

效果的满意程度高于参照组，满意者构成比分别为 93.33%和

73.33%（P＜0.05）。加强防控确实能够有效减小传染病感染

比例，比传统的公共卫生传染控制能达到更好的效果，也能

让人群更加满意。经过分析，主要是因为强化管理后，可以

通过更多途径对基层群众展开宣传教育，提高大众对常见公

共卫生传染病相关知识掌握程度，纠正错误认知，自觉保持

良好的卫生习惯、规范自己的行为。医护人员有更强的诊治

技术，更加有效地展开疾病防控和治疗。对公共卫生传染源

加强控制，生活中做好卫生消毒工作，鼓励群众接种疫苗，

远离感染源。对于有着感染高风险的人群密集地，加强防控，

一旦发现有人感染了传染病，坚持消毒隔离、积极治疗，从

源头上阻断疫情扩散。最后，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系统，不

仅可以在基层共享疫情相关信息，还能及时掌控流行区域，

精准防疫，防止传染更多人，保护人们群众的身体健康。

综上所述，在基层加强公共卫生传染控制，能提高传染

病预防效果，还能获得更高的群众满意度，有普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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