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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高等院校防控工作中，肺结核防控是其中的重点内容。并且，在学生群体中，肺结核的发病率相对较高，是导致学生因病休学的

主要疾病形式。但即便学校已形成重点关注，肺结核仍旧时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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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肺结核是一种慢性呼吸道疾病，具有一定的传染性，会

严重威胁到大众的身心健康。近年来，肺结核的发展范围在不断扩

大，甚至有成为严重性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趋势。在国际舞台上，

我国已进入到结核高风险国家行列，对这一病症进行管控，亟不可

待。 

一、高等院校肺结核防治工作的难点 

首先，在高校阶段的教育工作中，很多校内师生对于肺结核的

危害并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在明知自身有肺结

核症状的前提下仍旧会参与校内学习活动，甚至会怕耽误自己的学

业而故意隐瞒自身问题。除此之外，也有一部分学生由于认识不足，

认为肺结核传染病的治疗会花费较多的金钱或对病症有所惧怕，所

以一拖再拖，导致问题逐步严重；其次，很多高校所设定的肺结核

传染病防治体系并不完善，其中存在较多漏洞。甚至部分学校只是

将该项工作放在口头之处，并未落实到具体的教育管理工作中，形

式化主义极其严重。 

二、高等院校肺结核防治工作的对策 

（一）加强高校领导，建立防控体系 

现阶段我国高等院校虽然已经对肺结核防治工作形成了较高

的关注度，但是所设定的病症防治工作体系却并不完善，其中还存

在较多的漏洞。高校是社会中比较特殊的一大组成部分，其中会收

集五湖四海的学生，一旦学生本身出现病症，那么所能够形成的传

播范围将无法想象，会造成极大的社会影响，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

健康发展。对此高等院校的领导阶层需发挥自身的领导作用，加强

对肺结核防治工作的认识，并能够打造完善的管理体系，明确高校

内各部门的工作内容与工作责任。 

首先，高校方面需要与当地的卫生部门构成合作关系，由卫生

部门委派专业的工作人员，辅助高校设立校内医疗机构。而高校需

要扩大资金投入，招聘专业的医护人员、疾病控制人员，配备完善

的医疗设施，定期在校内开展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控制肺结核

传染病的形成与扩散。 

其次，高校内部的医疗机构需要打造以自身为核心，以其他部

门为辅助的防控体系，定期实施肺结核疫情的监测工作与管理工

作，重点加强防控效果。而在整个防控体系中，部门工作人员包括

并不限于各专业系别的辅导员、学生宿舍楼的宿管人员、以学生为

主的学生会相关部门、各班级班长及校医院的疾病控制小组、传染

病防控专家小组[1]。在防控体系中，各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均需要对

肺结核防治工作形成深入且明确的认识，能够正确划分自己的工作

内容，明确自身的主要责任，主动与其他防控体系组成部门构成密

切联系，稳定配合。在校内教育工作推进过程中，不论处于哪一层

级的人员，发现有疑似病例都应及时与疾病控制小组进行沟通以及

汇报。由校医院疾病控制小组及专家组内的专业人员及时处理，并

将其移送到定点医院进行专业的诊断治疗。与此同时，校内相关工

作者也需做好全面的登记及管理工作，形成完整资料。如果校内所

产生的肺结核传染疫情比较严重，学校方面则需及时上报当地的传

染病防控机构，由机构内专家进行分析评估，并辅助学校拟定后续

的防控措施处理措施，控制疫情的过度扩散，防止其对学生造成过

大的影响。 

（二）切实落实管理，防治疫情蔓延 

在实施肺结核防治工作的过程中，高校方面的主要工作切入点

是做好四早工作，分别为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例如

在新生入校时，学校方面便需系统化组织新生展开全面的体检活

动，对学生的身体状态形成了解，并能够及时发觉学生群体中是否

存在肺结核病例或疑似病例；针对于校内学生，高校方面需构建完

善的晨检制度、缺课登记制度及追踪制度。在每天晨间检查时，观

察学生的整体状态，及时将情况不稳定的学生隔离观察。如若有学

生因病请假，学校也需委派该班级的班长或系及辅导人员，及时了

解学生病症，确定学生不是因为肺结核请假之后，方可开展后续的

教育工作及学生管理工作。针对于校内医疗机构所登记的学生病

例，学校方面也需委派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定期检查，而医疗机构

内部的医护人员如若发现就诊的学生群体中有疑似病例，也应及时

对其隔离，并及时上报学校方面及专家防控小组。如若确定学生存

在肺结核问题，则应及时转移到定点医院，防止疫情的过度扩散。

与学生形成密切接触的医生群体也应及时进行自我隔离。 

（三）推进健康教育，提升防治认识 

我国曾开展过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结合调查数据分析来看，

大众针对于结核病防治所形成的认知相对偏低，仅有 57%的人民群

众了解结核病的危险性，并掌握一些与预防结核病有关的方式方

法。而在接受调查的高校学生群体中，对于结核病防治知识有较高

知晓率的学生并不在多数。认知率偏低是导致高效肺结核防治工作

无法稳步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并且，高校内部的学生均来自于不

同的城市，甚至来自于不同的省份，人群密集且流动性极高，一旦

其中有学生感染或疑似感染肺结核传染病，那么所造成的后果将无

法想象。对此，高校方面必须要大力推进肺结核传染病出现之前的

防治工作，以教育为主要路径，增强学生对于肺结核传染病的认识，

提升其防治意识[2]。只有学生能够真正的感知结核病的危险性，能

够了解一些正确的防治措施，才能够及时判断自身是否存在疑似症

状，才会主动的寻求诊断并及早处理，以此既能够维护学生自身的

人身安全，也能够维护高校内部及整个社会的安全。高校可将结核

病健康教育与日常生理卫生教育工作相互整合，将其以专业课程的

形式融入到教学体系中，引导学生系统针对性的学习。在新生入学

以及学校开展通识教育工作时，也可适当的提及与结核病防治健康

有关的信息。在每年 3 月 24 日（世界防治结核病日）高校方面可

设立结核病防治知识主题的宣传活动、教育活动与讲座活动，有效

扩散结核病防治知识的普及范围，增强学生认识，提高防治水准 

结论：综上，肺结核会对个体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这一点是

毋庸置疑的。并且，由于其具备较强的传染性，所以也会在一定程

度上引发社会恐慌。对此各阶层需要做好肺结核防控工作。在高校

教育工作中，学校需要建立完善的防控体系，加强管理，推进教育，

将肺结核传染问题扼杀在摇篮中，维护学生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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