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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传染病预防控制的措施。方法 分析传染病的流行特点，提出在当前传染病预防控制中存在的难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几
点相关措施。结果 当前传染病防控的难点在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新发传染病重视程度不足、人口大规模流动以及健康宣传不足，在相
关措施方面需从预防接种、改善卫生环境条件、强化相关宣传、提升诊断能力几方面着手。结论 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必须受到全民重视，通
过合理的预防以及有效的控制切断传染源，降低发病率，保障全民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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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类历史文明发展至今，在物质生活条件、卫生环境条件、

营养支持条件等方面已经有了明显改善，且随着对传染性疾病相关
研究的不断深入，传染病的预防有了显著效果，在临床医疗以及各
项干预下传染性疾病对人类健康状态的影响与威胁已经得到了有
效遏制，实现了病死率和发病率的有效控制。 

1 传染病的流行特点 
最典型的传染病有效控制类型为天花，在上世纪 80 年代便宣

布已经被人类完全消灭。但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影响较大、发展迅
速的传染性疾病症正悄然传播，例如疟疾疾病、白喉疾病、霍乱疾
病、结核性疾病等，似乎呈现死灰复燃的趋势。 

近几年来，临床抗生素的使用导致部分病菌逐渐产生耐药性，
甚至一些疾病的病原体呈现不断变异状态，例如流感性疾病、霍乱
疾病、结核疾病、登革热疾病、疟疾疾病，这些疾病的病原体逐渐
发展成为了不同类型的病原体抗药性[1]。在上世纪 70 年代左右，结
核性疾病在世界范围内再次爆发，上世纪 90 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宣
布人类正面临着结核性疾病流行蔓延紧急状态。根据我国流行病防
控状态而言，结核传染病的病死率和发病率均占据首位，直接影响
到普通民众群体的生存质量和生命健康。 

2 传染病预防控制存在的难点 
2.1 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 
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加上环境的变化会造成传染病防治工作

呈现复杂性状态，一些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仍处于传统落后程度且
环境卫生状况令人堪忧，甚至经常发生持续性发生人畜共患病情
况。同时随着人们性行为观念的开放，不安全性行为的增加导致一
些通过体液传播或血液传播的传染性疾病发病率增高，例如梅毒、
艾滋病等，艾滋病通过性行为传播已经达到 80%以上。 

2.2 新发传染病 
新发传染病指的是在原本传染病基础上新出现或变异的传染

病类型，在传染病防治过程中需面临着来自新发传染病与传统传染
病的双重威胁。近十年来，我国几乎每两年就会出现一种新发传染
病，通常呈现出早期难以及时确诊、起病急、早期缺乏特异性防治
手段的特点，因此疾病的早期病死率偏高[2]。 

2.3 重视程度问题 
一些地区面对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呈现轻预防、重应急的倾向。

在传染病预防方面不加以重视，在传染病爆发后大量投入人力、物
力、财力进行应急处理，此类的联防联控机制必须进一步完善。在
重点人群防控以及源头控制方面未落实责任制度，防控的社会管理
措施呈现滞后性，传染病防治工作无法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导致预
防环节呈现薄弱状态。 

2.4 人口大规模流动 
人口流动是传染病防控中的重要难题。以 2020 年的新冠病毒

疫情为例，疫情最初传播时正是我国春运期间，大面积的人口流动
导致该传染病难防难控，且预防接种相关措施也无法有效落实。纵
观国际，频繁的国际商贸往来更加剧了跨国界的传染病传播风险。 

2.5 健康宣传不足 
传染病预防控制属于全民性的工作，必须通过健康教育、加大

宣传力度来保障全民认识到传染病控制的必要性以及有效方法。在
此方面，公共卫生教育以及传染病防治的相关宣传工作仍有待加
强。 

3 传染病预防控制相关措施 

3.1 预防接种 
对于传染病的有效防控而言，预防接种属于最有效、最安全的

防控方式。预防性接种也被称为人工免疫，在常见传染性疾病的防
控中尤为重要，其本质在于人为性的为人体接种与相关疾病存在直
接关联的生物制剂，激发人体的特异性免疫力，让人体在再次接触
到此类疾病时以免疫力战胜疾病，确保人体综合性免疫生理能力得
到改善[3]。当前我国传染性疾病的疫苗种类较多，通常根据国家相
关标准建议从婴儿时期便开始阶段性接种疫苗。 

3.2 改善卫生环境条件 
卫生环境条件往往是传染性疾病大面积蔓延或爆发的重要因

素，在开展传染病防治工作中必须在卫生环境条件上加以注重，改
善基础性条件，基于环境支持角度重点做好日常垃圾处理工作以及
饮用水质量控制，降低疾病暴发可能性。除此之外，还需加强对疫
情严重地区以及边境地区的重点支持力度，让其传染病防控能力进
一步提升。针对特定性传染病，例如易在儿童或幼儿年龄段流行的
传染病，需加强场所性防控。如疱疹型咽峡炎这一疾病好发于六岁
以下儿童，一旦一人患病可能感染全班学生甚至全校学生，因此针
对此类疾病则应更重视托幼机构、学校之类的重点场所。 

3.3 强化相关宣传 
有效的宣传是让人们提升对传染性疾病警觉性并控制个体行

为的有效手段，要想在传染病防控中达到最佳预期效果，必须对普
通民众展开基础性教育工作，让民众能够对常见传染性疾病的传播
途径、基本症状、早期表现、人体危害性等有效掌握，在此基础上
针对性掌握特定类型传染性疾病的防范处置措施，从而提升全民防
控意识与能力[4]。在对民众展开宣传教育的过程中，不仅可提升其
对传染病知识的了解程度，还能够促使其潜移默化的改善不良生活
方式或生活习惯。具体而言，应扩大监测检测范围，扩大抗病毒治
疗覆盖面提升综合干预强度，预防母婴传播。通过加强血液管理、
权益保护、关怀救助、医疗保障等措施降低传染病的发病率或病死
率。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真正提升全民的自我防护能力以及卫生防
病意识。 

3.4 提升诊断能力 
传染病的有效防控一方面需要有效预防，另一方面需在发现疑

似病例时进一步提升诊断明确性或确诊速度，尽快找出行动轨迹以
及可能被感染的潜在病毒携带者，严防严控。在检测试剂方面，需
重点研发新发传染病或不明原因疾病的实验室检测鉴定技术，加强
相关疫苗的评价体系建设避免出现第一类疫苗产能不足问题，积极
支持多联疫苗、新型疫苗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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