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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共三讲。第一讲为传染病的一般知识；第二讲介绍传染病的

综合预防措施；第三讲简述了近30种学校常见传染病的基本概念、传

播方式、临床表现、诊疗及护理要点，重点介绍了对这些传染病的预

防与控制措施，并强调学校、家庭、学生三位一体共同防控的重要

性。本书简明实用，适于小学作为传染病防控补充教材和目常防治手

册之用，适合小学学生阅读，可供小学图书馆装备使用。    

内容提要



前   言

      自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出现以来，传染性疾病引起了全社会的

高度关注，尤其是学校等青少年和儿童密集场所的公共卫生安全

问题，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教育部一再紧急通

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尤其是中、小学，要高

度重视学校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工作，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的高度，从保护广大师生身心健康、维护学校和社会稳定

的大局来认识做好学校传染病预防和控制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

加强对学校传染病预防和控制工作的领导，要求各级、各类学校

把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作为学校的重要工作，纳入计划，并要求

学校主要领导分工主管。

      为配合学校的传染病防控工作，我们组织了相关的专家及学

校一线防控传染病的教师及医务工作者，编写了本书，集中介绍

了传染病的一般常识、预防控制措施和学校常见传染病的病理、

传播方式、临床表现、诊断、治疗、护理、预防与控制措施，并

着重强调学校与家庭、教师与家长、学生与教师及家长的配合与

共防共治。本书简洁明了、实用，既可作为学校传染病防控的专

题补充教材，又可作为日常传染病防治的工作手册。适于小学做

好传染病防控工作参考使用。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讲 传染病的一般知识 ……………………………… 1

   一、传染病的种类与传染方式 ……………………………………………1

   二、传染病的传染过程及表现 ……………………………………………2

   三、传染病的流行 …………………………………………………………4

   四、易感人群 ………………………………………………………………4

   五、传染病的分类 …………………………………………………………4

第二讲 传染病的综合预防措施 ………………………… 7

   一、控制传染源 ……………………………………………………………7

   二、切断传播途径 …………………………………………………………8

   三、保护易感人群 …………………………………………………………9

   四、人工免疫与接种预防 …………………………………………………9

   五、消毒预防 …………………………………………………………… 12

第三讲 常见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 …………………… 19

目   录



传染病预防与控制

学 校2

   肺炎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 19

   感冒与流行性感冒 ……………………………………………………… 32

   结核病 …………………………………………………………………… 35

   麻疹 ……………………………………………………………………… 38

   百日咳 …………………………………………………………………… 43

   白喉 ……………………………………………………………………… 44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 46

   流行性乙型脑炎 ………………………………………………………… 49

   脊髓灰质炎 ……………………………………………………………… 50

   急性传染性结膜炎 ……………………………………………………… 53

        急性角膜炎 ……………………………………………………………… 54

   沙眼 ……………………………………………………………………… 56

   狂犬病 …………………………………………………………………… 57

   病毒性肝炎 ……………………………………………………………… 60

   流行性腮腺炎 …………………………………………………………… 62

   猩红热 …………………………………………………………………… 66

   细菌性痢疾 ……………………………………………………………… 68

   疟疾 ……………………………………………………………………… 76

   伤寒与斑疹伤寒 ………………………………………………………… 78

   手足口病 ………………………………………………………………… 80

   蛔虫病 …………………………………………………………………… 82



3
目 录

   钩虫病 …………………………………………………………………… 83

   疥疮 ……………………………………………………………………… 86

   脓疱疮 …………………………………………………………………… 88

   风疹 ……………………………………………………………………… 90

   水痘与带状疱疹 ………………………………………………………… 92



传染病的一般知识

传染病是由各种病原微生物或病原体所引起的一组具有传染性的常见

病、多发病。病原微生物、病原体包括病毒、衣原体、支原体、立克次

体、细菌、螺旋体、真（霉）菌、原虫、蠕虫等。

一、传染病的种类与传染方式

传染病有好多种，大多是由细菌或病毒引起的。有的传染病是通过呼

吸传染的，叫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肺结核等都是

呼吸道传染病。病原体存在于患者的呼吸道内，患者咳嗽、打喷嚏、大声

谈话时，病原体可随分泌物飞沫排出体外，在空气中飘浮，被易感者吸入

而感染。有的传染病是通过喝水、吃东西传染的，叫消化道传染病。如病

毒性肝炎、细菌性痢疾、伤寒和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等。病原体污

染水源，人饮水或用污染水洗涤食物时，病原体经口进入人体。人在被污

染水中劳动、洗澡时，病原体可经皮肤黏膜侵入机体而感染。同样，病原

体污染食物，病原体经口进入机体而被感染。也有的传染病是通过蚊虫叮

咬以后传染的，叫虫媒传染病。如脑炎、斑疹伤寒和疟疾等。主要指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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蝇、虱、蚤、白蛉等作为传播媒介，通过吸血活动和机械携带而起到传播

作用。比如，当蚊子叮咬患脑炎的患者后，它的身体里面就有了脑炎病

毒，这种蚊子再去叮咬健康人时，它一边吸食人的血液，一边往人身体里

吐口水，这样，就把脑炎病毒传给了健康人。人身体里有了脑炎病毒后，

在身体抵抗力比较差时，就会得脑炎。跳蚤没有翅膀，喜欢到处乱跳，特

别是在夜间，最为活跃。当跳蚤跳到斑疹伤寒患者身上，吸过患者的血

后，又跳到健康人的身上吸血时，就把病传给了健康人。跳蚤跳到老鼠身

上去咬老鼠，这样，老鼠就有了斑疹伤寒病原体。这种老鼠身上的跳蚤再

咬人时，人也会得斑疹伤寒。另外，跳蚤咬过肝炎患者再咬健康人，也会

把肝炎传给健康人。猫也能够传染好多种疾病，有一些小朋友喜欢猫，经

常抱着猫玩，拿自己爱吃的食物喂猫，还把猫放在自己的被窝里一起睡

觉，这都不好。猫身上有许多跳蚤，叫鼠蚤，这种跳蚤原是长在老鼠身上

的，由于猫捉老鼠吃，这种跳蚤就从老鼠身上跳到猫身上了。鼠蚤能传播

斑疹伤寒等很多种疾病，当你抱猫或跟猫睡觉的时候，猫身上的鼠蚤就会

跳到你的身上咬你，使你得病。还有的传染病是通过接触患者以后或用了

患者用的东西而传染的，叫接触性传染病。如皮肤病、红眼病等就是通过

接触传染的。接触分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两种：通过直接接触，病原体可

以直接进入易感者体内；间接接触主要指患者的排泄分泌物污染了日常生

活用品，易感者接触了这些被污染的物品而被感染。

二、传染病的传染过程及表现

传染是病原体与人体相互作用、相互斗争的过程。病原体进入人体

后，其致病力与机体的免疫力是一对矛盾，矛盾斗争的结果会出现以下各

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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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原体被消灭或排出体外

病原体进入人体后，由于机体的内、外防御功能充分发挥作用，如黏膜

的屏障作用、胃酸的杀菌作用、免疫细胞的吞噬作用等，最终病原体被消

灭或被排出体外。

  病原携带状态

病原体侵入人体后，在体内继续生长繁殖，而机体表现正常无任何疾病

现象。病原携带有两种：一种是“健康”病原携带；另一种是患传染病处

于恢复期的病原携带。

  隐性感染

人体受病原体侵入后，病理损害很轻时，无任何异常或仅有轻微的临床

症状，只有用免疫学检测才能发现机体被传染。人群中隐性感染者增多，

可降低人群易感性，对防止传染病的流行有积极作用。但隐性感染也可能

正处于病原携带状态，而成为传染源。

  潜在性感染

人体与病原体在相互作用中，由于双方的实力接近，出现暂时相对的平

衡状态，人体不出现临床表现，病原体则潜伏在机体内，当人体防御功能

下降时，原来潜伏在机体的病原体又活跃起来引起显性感染。

  显性感染

病原体侵入人体后，继续生长繁殖、产生毒素引起病理变化，经过潜伏

期后而出现该传染病所特有的症候群，即患传染病。

然而，以上各种情况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某些条件下它们之间可以相互

转化或两种情况同时存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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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染病的流行

传染病的流行必须具备有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3个互相连接的

基本环节。传染病流行时，只要切断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流行即告终止。

传染源指体内有病原体孳生繁殖，并能排出体外的人和动物。大多数传

染病在发病期传染性最强，但有些传染病在潜伏期末或恢复期也具有传染

性。病原携带者，因无临床症状或无明显症状，作为传染源危害更大。以

动物为传染源传播的疾病，称动物源性传染病。作为传染源，有些动物本

身不发病，仅为病原携带。

四、易感人群

易感人群指对某种传染病易于感受的人群。人群易感性增高，传染病

易于在该人群中流行。人群易感性的高低取决于人群中每个个体的免疫水

平。当个体免疫水平普遍高时，人群易感性则低。人们可以通过免疫接种

的方法提高个体的免疫水平，从而降低人群易感性，避免传染病的流行。

五、传染病的分类

我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管理的传染病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三种。

  甲类传染病

甲类传染病包括鼠疫、霍乱。

  乙类传染病

乙类传染病包括病毒性肝炎、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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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淋病、梅毒、脊髓灰质炎、麻疹、百日咳、白喉、流行性脑脊髓

膜炎、猩红热、狂犬病、钩端螺旋体病、布氏杆菌病、炭疽、流行性和地

方性斑疹伤寒、流行性乙型脑炎、黑热病、疟疾、登革热。

  丙类传染病

丙类传染病包括肺结核、血吸虫病、丝虫病、包虫病、麻风病、流行性

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风疹、新生儿破伤风、急性出血性结膜炎，以及除

霍乱、痢疾、伤寒和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病。





传染病的综合预防措施

根据传染病发生发展的三个基本要素，可分别采取以下措施。

一、控制传染源

控制传染源是减少传染病传播的重要措施之一，是“治本”之法。早期

发现传染病患者及时上报，是预防传染病的首要措施。学校应对全校师生

员工定期做检查，更要对新来校的教职工和学生进行健康检查，还应对接

近传染源的师生、员工进行不定期检查，并要求他们做好自我预防；家长

要教育孩子不要和患传染病的孩子玩耍，不要到有病原体的地方去。学生

中发生传染病，同学和班主任要立即将疫情报告医务室，校医要根据有关

预防传染病的要求采取具体预防措施。

患传染病后要进行隔离治疗，越早越好。隔离可消除患者对周围人群的

威胁，同时患者脱离学习，便于对疾病的治疗和恢复。患者康复解除隔离

时，要按其所患传染病管理的有关规定出示医院证明，经医务室批准后方

可恢复学习。

对某种传染病的接触者，应按该传染病的最长潜伏期进行医学观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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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早期发现新的患者，必要时可进行预防接种。

对携带病原体的有价值的动物可进行隔离治疗，必要时应宰杀。大力开

展灭鼠、灭蝇工作，消灭鼠害、蚊蝇。

二、切断传播途径

根据传染病传播途径的不同，采取相应的措施。

  呼吸道传染病

要勤开窗户，做好室内空气流通，经常打扫，多见阳光，保持空气的清

洁、新鲜，保持一定的温度。教室、娱乐场所和集会场所等地，做好场内

通风，湿式清扫。不随地吐痰、擤鼻涕，咳嗽、喷嚏时用手帕捂住口鼻。

勤晒被褥、勤洗澡、勤换衣物。流行季节或发生传染病流行时，教室、宿

舍可采用乳酸或食醋熏蒸法，艾叶、苍术烟熏法进行空气消毒。学生必要

时戴口罩，减少集会，不上患者家串门，以免造成传染或扩散流行。

  肠道传染病

要做好患者排泄物的消毒，加强饮食卫生。不喝生水、不吃不干净的

食物、不用不干净的碗筷喝水、吃东西；做到不与患消化道传染病的人接

触，不用他们的食具，不吃患者剩下的食物；不玩土，不吸吮手指头，吃

东西以前洗手；生吃瓜果蔬菜洗干净，购买的食物应是新鲜未变质的，煮

食方法必须科学，避免食物中毒，也避免吃下寄生有未杀死病原体的食

物。无论学校或家庭，都应提倡分食制，以避免病原体乘虚而入。不随地

大小便，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保护好水源，防止厕所、粪坑及其他

污染源污染水源，对自备水源要做好消毒处理。管理好粪便、垃圾，做到

无害化处理，做好灭蝇灭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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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虫媒昆虫传染病，主要是改善环境卫生，消灭虫媒，灭蚊、灭蚤、

灭虱、灭蝇。

消毒是切断传播途径的另一项重要措施，目的是杀灭病原体。消毒分

物理消毒和化学消毒：物理消毒有洗刷、煮沸、阳光曝晒、紫外线灯照射

等；化学消毒可用乙醇、甲酚皂溶液、漂白粉、洗涤消毒液等药物。

三、保护易感人群

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普及卫生防病科学知识，防止发病。平时注意

合理的生活制度，加强体育锻炼，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小学生在入学前

后，应做好计划免疫制品的全程接种。免疫接种的原理是病原微生物或其

产物可激发机体产生特异性抗体，因此，人们用病原体或其毒素制成生物

制品进行接种，使机体产生特异性免疫力来预防传染病。某些传染源流行

前期，对易感者可实行被动免疫或自动免疫应急接种。如对麻疹、甲型肝

炎易感者可注射胎盘球蛋白或丙种球蛋白预防，对白喉、流脑易感者接种

相应免疫制品。某些传染病在流行季节可服用中药、西药预防，如服生大

蒜、马齿苋预防菌痢，服长效磺胺预防流脑等。

四、人工免疫与接种预防

人工免疫包括人工自动免疫和人工被动免疫两类。

人工自动免疫后要等1～4周才产生抗体，但抗体的持续时间长，可维持

数月或数年。

人工被动免疫持续的时间仅2～3周。因此主要用于与某些传染病患者接

触过可能发病的人，它是一种应急预防措施。

按照科学的免疫程序，有计划地使用疫苗对特定人群进行预防接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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