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疾病预防 

 269 

医学研究 

呼吸道传染病的主要特点及预防控制办法 

刘艳红 

(保定市清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河北  保定  071100) 
 

摘要：目的：研究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特点、预防控制办法与效果。方法：选择 2021 年 04 月－2022 年 04 月到本院治疗呼吸道传染病患者共 104 例，

随机分为实验和对照两组，分析两组治疗效果。结果：实验组患者治疗效果 50（96.15％）高于对照组 44（84.62％），P＜0.05。结论：呼吸道感染

患者接受预防控制措施，可提升治疗效果，对病情控制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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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病原体从机体咽喉部位、鼻腔部位、气管部位以及支气管

部位等等呼吸道侵入，会引发呼吸道传染类疾病出现。病原体包含：

细菌、病毒、支原体以及衣原体等等。例如，麻疹病毒、流感病毒、

结核杆菌以及脑膜炎球菌等等。与此同时，因为呼吸道和外界相通，

所以受到各类病原体侵入机会和概率较高，比较容易引起呼吸道传

染疾病出现。对于呼吸道传染病患者来讲，临床中一般会运用常规

治疗方式，但疗效并不理想[1-2]。对此，此次研究主要呼吸道传染病

主要特点、预防控制办法与效果，旨在提升治疗效果，报道如下： 

1.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1 年 04 月－2022 年 04 月到本院治疗呼吸道传染病患

者共 104 例，随机分为实验和对照两组。实验组 52 例，年龄 21-67

岁，平均年龄（37.16±4.28）岁；对照组 52 例，年龄 20-68 岁，

平均年龄（37.14±4.24）岁，一般资料（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组内患者接受常规治疗，其中包含病情宣教，讲解呼

吸道传染性疾病有关知识内容，提醒患者了解呼吸道传染疾病注意

事项。而后对患者开展用药指导，规避其用药时间、剂量出现误差，

需告知其不遵医的危害性。 

实验组：组内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之上接受预防控制干预，具体

为： 

第一，对本科室中医疗器械实施定时的杀菌和消毒，还需对病

房开展消毒，定期开展开窗透气，保障消毒的质量。 

第二，对住院部呼吸道传染患者，需严格地按照标准对其加以

管理，使得患者可明确控制方式对病情发展控制的关键性。 

第三，提升消毒力度。运用紫外线实施消毒，提升消毒的效果。

更需告知患者家属严格佩戴口罩，需重视个人卫生，降低传染概率。 

第四，于春季、冬季和换季期，医院需提升宣传力度，运用发

放健康宣教手册使得患者与家属能够了解到预防呼吸道传染的关

键性，使得其自我保护和管理意识显著提升。 

第五，医务工作人员更需尽早对患者检查，依照其实际状况制

定出更为适宜的治疗方案，使得患者可尽早地接受对应性治疗，对

疾病发展进行控制。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分析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显效、有效、无效。 

1.4 数据处理 

用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计数资料用（n/%）表示、行 x2 检

验，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x ± ）表示、行 t 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分析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实验组患者治疗效果 50（96.15％）

高于对照组 44（84.62％），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n/%，例）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n=52） 

26（50.00

％） 

18 （34.62

％） 

8（15.38

％） 

44（84.62

％） 

实验组

（n=52） 

39（75.00

％） 

11（21.15

％） 
2（3.85％） 

50（96.15

％） 

x2 值 - - - 3.9830 

P 值 - - - 0.0459 

3.讨论 

由于呼吸道传染疾病传播路径相对比较多，经过此次研究和整

理发现，该疾病传播路径包含：微生物传播，主要由经空气内微生

物传播，若是患者处于封闭亦或是人群聚集的空间内，空气所含有

病原微生物可经过空气传播；人体传播，此种主要传播途径为呼吸

道传播，经常发生于患者与其他人群密切接触之后出现的传染。经

过人体传播疾病相对比较多，能够被分作病毒性感染、乙型肝炎和

肺结核等；间接传播，为健康群体运用传染疾病患者运用的生活物

品等等。由于呼吸道传染疾病与其他疾病存在差别，存在显著的季

节性和地方性，传播途径比较多。所以，需将积极的预防措施引入
[3-5]。 

此次研究中，分析两组治疗效果，发现实验组患者治疗效果 50

（96.15％）高于对照组 44（84.62％），P＜0.05。 

综上，对呼吸道传染疾病积极防控，可提升治疗效果，可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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