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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与消毒控制 
张学磊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卫生服务中心（疾控中心）  西藏山南  856000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南长沙  410005) 

摘要：新型冠状肺炎在全球范围内肆虐三年，共造成了超过 200 万人死亡。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染疾病，公共卫生事件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

命财产安全。新型冠状肺炎的大范围流行，也使人们提高了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视程度。本文将以此为背景，探讨传染病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预防现状，并对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策略以及消毒控制策略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够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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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传染病具有极强的传播性，可以在人与人、人与动物、

动物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造成严重的危害。在科技水平不断进步

发展的前提之下，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工作

目标之一。所以，要提高对传染病的重视程度。在这样的背景下，

要结合传染病的特点以及防控现状，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与

消毒控制策略进行深入分析，不断提高传染病的防控水平，保障人

们生命财产安全。 

一、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现状 

（一）制度落实情况不良 

早在 2022 年年末，世界人口已经超过了 80 亿，我国人口数量

也达到了 14 亿以上。作为人口密集型国家，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发生概率相对较高，这与人们的公共卫生安全意识水平不足

以及生活习惯都有着直接的关系[1]。在对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进行防控中，我国已经制定了相对较为全面的防控制度。但是，在

实际落实中，却普遍存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一方面与管

理制度不健全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在执行管理制

度中存在地区性差异导致的。例如，在传染病预防中，如果没有建

立健全的预防制度，会存在严重的安全风险。 

（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薄弱 

新型冠状肺炎具有传播性强、传播范围广等特点，在我国最早

在武汉发生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新型冠状肺炎会如会造成如

此大的危害，并没有做出有效的隔离和处理措施，导致新型冠状病

毒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重大的经济财产损失。这是人们对于传染

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能力薄弱的重要表现形式，究其原

因，与处理不当、上报不及时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由于人们对于

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视程度不足，导致出现了疏忽的问题。 

（三）监管能力不足 

我国有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全国范围内大部分都是由基

层疾病控制中心对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控制的。虽然在国

家范围内以及在社会群体内已经提高了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

视程度，但是，在实际管理中，却普遍存在关监管力度不足的问题。

例如，在我国西北地区，普遍较为偏远，整体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

相对较为缓慢。这些区域的基层疾病控制中心位置偏远，基础设施

不足，卫生条件也相对较差[2]。在实际开展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监管过程中，普遍存在监管力度不足的问题，在落实相关防控措

施过程中，也无法与发达地区相比，这也导致了传染病在这类落后

地区的传播速度相对较快。 

二、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策略 

（一）加强人员流动性管控 

以新型冠状肺炎为代表的传染病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

快速传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该类病毒具有传播性强的特点。

所以，在对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预防中，加强人员流动性

管控是最为主要是最为基本的策略之一。加强流动人员流动性管控

主要是指，对流动人员的信息进行记录，加大宣传，限制外出和输

入，最后也要及时发现，早隔离，早治疗。例如，从动态信息记录

方面分析，以新型冠状肺炎为代表的传染病之所以在人群的大范围

传播，主要是由于人员的流动性较大而导致的。武汉地区春节期间

人员流动性相对较大，导致了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迅速在全

国范围内蔓延[3]。针对这种情况，要对人员流动信息进行及时记录，

并且对不同人员的居住情况、健康情况、接触人员等等进行分类整

理。如果发现密切接触人员，要及时送到指定医疗机构或者进行隔

离或者进行居家隔离。 

（二）严格落实场所管理制度 

在我国社会层面，传染病对所造成的经济财产损失已经被人们

所重点关注，并且从国家层面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制度，强化传染病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水平，但是，在实际落实中，却普遍存在

制度落实情况不良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想要对传染病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进行有效的预防，就要落实严格落实场所管理制度。例如，

在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期间，所有娱乐场所要按照国家规定等待通知

才能正式开业。对于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部门，要对开门时间以及

接触人员进行严格管控。一旦有传染病病征的患者，必须送到指定

医疗机构进行隔离治疗。除此之外，特定供应单位在传染病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预防中，也要对人员和办公区域、休息区域进行全面管

理。所有工作人员必须佩戴口罩，积极消毒，严禁外出聚餐[4]。对

于酒店等特殊场所要加强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宣教，要求所有

人员提高对传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视程度，所有入住人员

必须严格进行检查，确保没有传染病病症。在此基础之上，也要对

不同地区入住人员进行严格登记，并且及时上报疫区往来人员情

况。 

（三）强化高校管理 

在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进行分析中可以发现，高校也是

新型冠状病毒大范围传播的最主要渠道之一。这主要是由于，高校

学生所处的地域范围较为广泛，高校一个相对较为封闭的人员密集

性场所。一旦在高校内有一个学生感染了新型冠状肺炎，会在全校

范围内快速蔓延，造成大范围的感染。所以，在开展预防中，高校

管理也是作为主要的管理内容之一。首先，所有高校要根据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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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通知，对开学时间、教学内容、教学目标、

校园管理制度等进行规范。例如，传染病爆发在高效假期期间，可

以采取延期开学的方式进行处理。如果在高校学生上学期间爆发了

相关传染病，可以与当地疾控疾病控制中心沟通，对学生采取封校

处理或者要求学生提早放假。其次，高校教育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整

体教育水平，虽然面临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要积极鼓励学

生进行自主学习以及线上学习。 

三、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消毒控制策略 

（一）消毒类型 

在面对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消毒控制也是最为主

要的控制策略。一大部分病毒以及细菌感染的传染病，都可以通过

消毒控制的方式对其传播范围进行控制。所以，在传染病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要提高对消毒控制的重视程度。以目前

情况分析，通过有效消毒可以杀死传染病的病原微生物，切断传染

病的传播途径，阻止传染病的持续性传播，这对于保护医护人员的

安全，防止交叉感染等都有着积极的影响。在对在开展消毒的过程

中，主要分为疫源地消毒和防御性消毒两种类别。疫源地消毒消毒

主要是指在，传染病存在区进行消毒，对传染病的病原体进行有效

控制，确保病原体不会出现外传的问题。预防性消毒主要是指，在

未发生传染病的区域，对于有可能被感染的物品及以及交通工具进

行消毒。例如，日常生活中勤洗手，对餐具以及饮水进行消毒，都

是预防性消毒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在对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

行控制中，疫源地消毒是最为主要的一种控制方式，可以采用随时

消毒的方式，也可以采用终末消毒的方式进行疫源地消毒。 

（二）消毒前准备 

消毒工作的全面开展，对于控制传染病有着积极的作用，也是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最主要策略之一。但是，必须做好充足的

准备，结合实际情况，对消毒物品、药剂等进行充足的准备。例如，

在对一些胃肠道传播传染病的病原体进行消毒过程中，主要是对排

泄物以及呕吐物进行消毒。这些排出体外的病原体传播范围有限，

通过及时的消毒就可以中断传播。这就要求，在正式消毒之前，要

结合不同传染病的实际传播情况，对消毒药品、消毒器械、杀虫药

剂、个人防护用品等进行充足的准备。例如，新型冠状病毒肆虐过

程中，需要使用酒精或 84 消毒液进行场所消毒。除此之外，所有

的工作人员必须佩戴防护手套、口罩、面罩以及隔离服，这样才能

确保消毒人员自身的生命安全。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范围相对较为

广泛，在场所消毒中，消毒时间、消毒位置以及消毒人员都有着严

格的要求。所以，在进行消毒前准备中，要对相关工作表以及记录

表格进行充足的准备。所有消毒工作结束后，要及时填写工作记录

表，以备后期调查以及核对。 

（三）现场消毒 

消毒工作在实际开展中，现场消毒也是最为主要的内容之一。

现场消毒主要分为现场消毒原则、现场消毒方法以及药物浓度三方

面的内容。首先，从现场消毒原则分析，在对场所进行消毒中，会

使用大量的酒精以及消毒液，这些消毒液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腐蚀

性。但是，场所中不同设备具有其实际的使用价值和使用功能，对

于环境也有着严格的要求，不能因为现场消毒造成环境污染。所以，

在实际消毒中，要确保消毒剂不会对自然环境造成污染，也不会对

特定物品的使用价值造成危害。其次，从消毒方法角度分析，在实

际进行消毒中，要严格执行“三分开”、“六消毒”的方法。三分开

主要是指，要将居住场所、饮食、生活用具进行严格的区分。六消

毒主要是指，在实际消毒的过程中，不仅要对患者的分泌物和排泄

物进行消毒，也要对生活用具、双手、衣物、被单等进行综合性的

消毒处理。最后，从药物浓度角度分析，在对瓜果蔬菜以及患者排

泄物、生活垃圾等进行消毒中，所使用的消毒方法和药物浓度都存

在较大的区别。例如，常规生活用品可以通过沸腾蒸煮的方式进行

消毒，然后再使用 0.5%的过氧乙酸溶液浸泡进行消毒。在对瓜果

蔬菜进行消毒中，需要使用零 0.5%的过氧乙酸浸泡 10 分钟以上，

然后再用清水进行消毒[5]。 

（四）消毒后工作 

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旦快速传播，会对区域内会造成严

重的经济财产损失，要提高对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视程

度。在消毒工作结束之后，要进行后续的处理工作，保证消毒工作

的效率，这也是对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有效处理的重要途

径之一。首先，在消毒工作彻底结束之后，要开窗通风，保证室内

的空气环境适宜人们的正常生活。其次，所有参与消毒工作的人员

在完成消毒工作之后，必须对开展人员消毒，确保不会在消毒人员

衣物、鞋子、头发、眼镜等位置残留病原体，这对于控制传染病的

传播途径，保证消毒人员的生命安全有着积极的影响。第三，在消

毒工作结束之后，要详细填写消毒工作记录，对于消毒过程中所使

用的药剂、消毒位置、消毒方法以及消毒时间进行严格的记录。最

后，在消毒工作结束两小时之后，才能在现场进行取样，并且对消

毒效果进行评估。 

结论：总之，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防控过程中，普遍存

在制度落实情况不良、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薄弱以及监管能力不

足等问题。想要对这类事件进行有效的预防，就要加强人员流动性

管控，严格落实场所管理制度并且对高校进行严格管理。传染病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一旦发生，会对人们造成重大的经济财产损失，要

对消毒控制策略进行重点关注，不断提高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控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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