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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在传染病预防控制中的意义分析 
艾  勇 

(大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北孝感  432800) 

摘要：目的：探究健康教育在传染病患者护理中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方式，对我县疾控中心 2018-2019 年传染病疫情

直报的 100 例患者进行研究，分为一般组和试验组，随后根据其患者的具体情况，对预防与控制措施进行有效落实。结果：试验组中传染

病发生率为 3 例，所占比例为 6.00％。对于对照组中其健康教育在 80 分以上患者人数为 25 例，所占比例为 50.00％。试验组中健康教育人

数为 46 例，所占比例为 92.00％。试验组的整体传染病发生率和健康教育评分在 80 分以上患者均优于对照组。通过对进行比较，试验组传

染率优于一般组，其防治效果较为显著。通过进行预防传染病感染患者满意度对比，试验组患者中满意度率为 96％，对照组患者的满意度

为 80％，经比较，试验组效果优良。结论：通过进行有效防治，对于传染病的发生率能够有效控制，从而提升整体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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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以来，由于我国流动人口幅度较大，并且有很多外来

人员进入我国境内，这些使得我国的公共健康问题日益严峻。越来

越多的传染病种类，传染病人群被发现，并且传染病是一种传播能

力特别强的传染病，它可以通过空气，食物，汗液，性接触等多种

传播途径进行传播，甚至还有可能通过受孕母体直接传播给婴儿[1]。

针对这些问题，各疾控中心采取了许多的手段来进行预防传染性疾

病的传播。 

1.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县的 100 名传染病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主要对象。将这

100 名患者按照随机分组的方式进行小组的划分，每个小组之中有

50 人。共分为对照组与试验组。对照组与试验组中男女比例均为 1：

1。并且将岁数平均为 43 岁左右。通过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一般资

料，具有统计学差异。 

1.2 方法 

给与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传染病预防方式。给与试验组患者进

行健康教育护理措施。对于患者来说开展健康教育，首先进行疫苗

接种[2]并进行疾病的防治，在此基础上进行讲解，从而确保能够增

强对于疾病的防治和认知，对其疾病防控措施进行有效落实，提升

整体的防治效果。 

第一，针对传染病的防治工作要依据我国的具体法典及相关规

章制度。在对政策进行制定的环节中，需要结合本县的具体情况进

行政策落实。在执行的环节之中，对于疾控中心来说，除在疾病防

控、防治的过程中加强宣传等控制外，还可以激励疾控中心部门及

患者，通过加大奖罚并确保传染病预防等的宣传能够落实到实处，

并加大防控重要性的宣告。采用网络宣传等方式多层次的开展相关

工作，并进行实施监督和防控，以此来避免出现传染的情况。针对

已经患有传染性疾病的患者，要注重做好监测工作，当前主要的传

染病防控手段，可采用生物、化学等相关手段，在保证传染病的防

控外要切实符合国家标准。在传染病防控中，要加强病房环境等的

监控，避免出现污染，加大消毒力度，如果出现异常概况确保能够

及时发现。除加强化学检测以及及时监测外，还应使用高压灭菌等

物品，加大生物监测等力度，通过对患有传染性疾病的病人进行分

类管理切实保障预防工作的开展。在此基础上进行讲解，从而确保

能够增强对于传染病的防治和认知，对其传染病防控措施进行有效

落实，提升整体的防治效果。第二，在疾控中心建立咨询室、座谈

会，通过此种形式拓宽患者认知的途径，在此基础上进行传染病相

关手册的发放，随后进行传染病的宣传教育，提升全体成员对于传

染病的认知，从而促进有效推广。第三，通过进行传染病防控，对

相关传染病检查工作进行有效落实，并对相关制度进行完善，在采

用不同方式，例如指导患者多进行开窗通风、空气消毒等，促进疫

情控制制度的完善。第四，疾控中心进行传染病防控小组建立，成

员均为具有丰富传染疾病知识的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具有丰富经

验。第五，进行药物预防。通过采用药物对患者的传染病发生率进

行防治，例如采用经环丙沙星药物的治疗，在增强患者机体免疫力

的同时，防止出现护理道传染病感染。第六，进行病情控制。通过

对疫苗接种进行宣传，随后对其预防接种进行规范化免疫，在此基

础上进行疫苗的登记、检查等，在随访的基础上促进整体的传染病

防控。第七，对患者采用卫生指导的方式，随后对其睡眠进行防控，

通过促进患者身体健康的恢复，如果出现不良或不适症状，应保证

能够迅速就医，在促进措施的有效防控时，尽早接受治疗，提升整

体的控制效果[2]。 

1.3 观察指标 

通过对对照组和试验组整体防治效果和传染病发生率情况进

行比对，随后进行整体效果的分析。随后开展健康教育和疾病防治

知识评分调查问卷，其设置为 20 个选择题，对其进行评分，每题 5

分，共计 100 分。对其 80 分以上的患者进行记录。 

2.结果 

2.1 通过对两组患者传染病发生率及防治效果的探究，其中对

照组中传染病发生人数为 6 例，所占比例为 12.00％。试验组中传

染病发生率为 3 例，所占比例为 6.00％。对于对照组中其健康教育

在 80 分以上患者人数为 25 例，所占比例为 50.00％。试验组中健

康教育人数为 46 例，所占比例为 92.00％。试验组的整体传染病发

生率和健康教育评分在 80 分以上患者均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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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两组患者传染病发生率及防治效果的探究 
组别 例数    传染病发生率 健康教育 

对照组 50       6（12.00） 25（50.00） 

试验组 50        3（6.00） 46（92.00） 

2.2 进行疾控中心预防后患者满意度的对比 

通过进行传染病感染疾控中心预防一年的满意度对比，试验组

患者中满意度率为 96％，对照组患者的满意度为 80％，经比较，

试验组效果优良。 

表 2 传染病感染疾控中心预防一年的满意度对比 

组别 例数 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50 40 80 

试验组 50 48 96 

注：与对照组相对比，P<0.05。 

3.讨论 

近些年来世界上并发了多种严峻的传染病事件，例如出现的非

典与埃博拉病毒事件。这两种传染性疾病的爆发强，危害大，曾经

一度使国际上人心惶惶。传染病具有着极强的感染性，传播几率较

大，大部分老年患者身体都较为虚弱，一旦发生传染病情况则会容

易发生大面积的感染情况，因此对传染病进行预防工作具有着突出

重要性。在之前的治疗过程之中，只注重对传染病人的病情展开治

疗，但是没有做好病情传播的防控[3]。所以疾控中心应针对此种情

况展开有效的防控整改，在管理工作中，应着重注重点工作，将预

防感染等作为第一位，注重职责分工，并避免出现不良情况。疾控

中心、各医疗健康单位也要依据自身情况作出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对传染病防控的工作展开指导。疾控中心展开定期检查，一旦出现

问题，进行及时的改正，对于各单位传染病防控管理人员做好监督

工作，加强部门落实防控工作的积极性[4]。 

在政策的管理方面要根据相关的法律制定相应的政策以及制

度，并且在制定的过程中要考虑的实际情况，并且落实下去，并且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根据执行的程度进行奖罚，并且在执行的过程

当中要注重宣传工作的开展，使各个部门积极认识到传染病预防的

必要性，利用网络的优势进行宣传，并且要利用网络建立一个监控

的系统，对的传染病预防工作进行实时的监控，有效的防止传染病

的感染，在对患有传染性病人进行监测的时候采取化学监测以及生

物监测，保证传染性病人使用的医用物品严格符合标准，护理的相

关人员要时刻保持病房的卫生，定期的进行消毒，避免出现感染病

传染的问题。还有对房屋的空气等等进行化学检验，实时监测，一

旦出现异常在第一时间就能发现，还有高压灭菌等物品要进行生物

监测[5]。并且对于内患有传染性疾病的病人要根据所患传染病的类

型进行分类管理，这样对传染病感染的预防更加的有效。对于人们

来说首先进行疫苗接种并进行传染病的防治，在此基础上进行讲

解，从而确保能够增强对于传染病的防治和认知，对其传染病防控

措施进行有效落实，提升整体的防治效果[6]。 

传染病控制中健康教育方式较为多样，包含口头、书面以及综

合教育三种。口头教育作为常见的教育方法，包含随访、讲座等。

口头教育优势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综合教育的涉猎面广，在将口头

教育、书面教育等的教育时，对宣传内容进行更好的加工，有利于

增加对于知识的理解。传染病预防作为一种重大的工作，通过科学

实用健康宣传能够促进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顺利进行。在使群众掌握

基本的传染病知识时，稳定民心，旨在减轻社会负担。在将健康教

育用于传染病防控中能够使群众接受防控知识，并掌握传染病的预

防方式，增加控制效果，确保传染病预防工作的顺利进行。第一，

对于传染病防控工作要严格处理，当发生传染性疾病开始集体爆发

前，首要的就是将传染病预防工作抓紧。第二，加强对已患有传染

性疾病患者的管理工作，防止出现传染病性质的改变，或者诱发传

染类细菌的发生。只有将这两面的工作进行落实，则可以有效的进

行传染病的防控工作[9]。通过进行传染病防控工作宣传，使得传染

病患病率逐年降低，患者的满意程度开始上升，因此加强传染病的

预防工作具有着重要的地位，能够减少传染性疾病出现几率，值得

进行推广与应用。综上所述，树立疾病防控意识，有利于传染病控

制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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