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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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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棳介绍了军人传染病防治知识和方法暎包括传

染病基本知识和防治常识棳军营常见传染病防

治棳抗震救灾暍抗洪救灾暍援外维和等特殊情况时

的传染病防治暎内容科学实用棳阐述简明易懂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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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作为执行特殊使命的武装集团棳官兵的

健康事关国家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暎健康对于

军队官兵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棳保健康就是保战

斗力棳保健康就是保打赢暎为此棳我们遵照中央

军委关于在全军开展暟健康军营行暠活动的指示

精神棳组织编写了这套暟健康军营行暠丛书暎本套

书共椀册棳包括暥军人饮食保健暦暥军人心理保健暦
暥军事训练伤病防治暦暥军营常见病防治暦和暥军营

传染病防治暦暎各册内容侧重点不同棳但均以普

及健康知识和基本技能为主棳旨在全面提升军营

官兵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素养暎
限于时间和作者水平棳书中如有错漏不当之

处棳欢迎读者批评指正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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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棻章暋传染病及其防治常识

一暍传染病基本知识

棬一棭传染病的概念与特点

传染病是由病原微生物棬如病毒暍衣原体暍立
克次体暍细菌暍真菌暍螺旋体棭和寄生虫棬如原虫暍
蠕虫暍医学昆虫棭感染人体后产生的有传染性暍在
一定条件下可造成流行的疾病暎

传染病的特点包括基本特点和临床特点暎
基本特点是椇栙有特异的病原体椈栚有传染

性和流行性椈栛有季节性和地方性椈栜有免疫性暎
临床特点是椇栙病程发展有一定规律性椈栚

病程表现中常有发热暍发疹暍毒血症暍菌血症暍败
血症等椈栛每种病常分为若干种临床类型棳如根

据发病和病程可分为急性暍亚急性暍慢性棳根据病

情可分为轻型暍中型暍重型暍极重型等暎
暘棻暘



棬二棭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

棬棻棭呼吸道传播椇病原体在空气中呈气溶胶

状棳所有呼吸道传染病均可通过空气灢飞沫传播棳
特点是传播广泛棳发病率高暎

棬棽棭消化道传播椇病原体污染水暍食物或食

具棳易感者于进食时获得感染棳如伤寒暍细菌性痢

疾和霍乱等暎
棬棾棭接触传播椇分为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传

播两类暎前者是指传染源与机体直接接触所造

成的传播椈后者是指传染源通过污染的手暍日常

用品等所致的传播棳日常生活的密切接触也有可

能获得感染暎
棬棿棭虫媒传播椇其中包括昆虫纲内的蚊暍蝇暍

蚤暍虱等棳蜘蛛纲内的蜱暍恙虫等棳通过叮咬吸血

传播疾病暎有些病原体尚可在媒介昆虫体内棳甚
至可经卵传给后代再起传播作用暎

棬椀棭血液棷体液传播椇病原体存在于携带者或

患者的血液或体液当中棳通过应用血制品暍分娩

或性交传播棳如乙型肝炎暍丙型肝炎暍艾滋病暍梅
毒等暎

棬椂棭母婴垂直传播椇胎儿在母体内获得的传

暘棽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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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性疾病棳如艾滋病暍乙型肝炎等暎
棬椃棭医源性传播椇在日常医疗预防处置中亦

可传播某些传染病棳如医疗器械灭菌消毒不严格

而造成的传播暎
棬三棭人感染传染病后可出现的结局

棬棻棭病原体被消灭或排出体外椇病原体进入

人体后棳机体的防御能力使其处于生长繁殖不利

情况下棳结果被消灭或经气管暍鼻咽棳甚至肠道或

肾排出体外暎
棬棽棭病原携带状态椇病原体侵入人体后棳由于

机体抵抗力的关系棳不能大量增殖棳导致发病棳但
可停留在入侵部位或入较远脏器棳继续生长繁

殖棳而人体并不出现任何疾病表现暎
棬棾棭隐性感染椇亦称为亚临床感染棳是指人体

受病原体侵袭后棳人体的损害轻微棳不出现或仅

出现不明显的临床表现棳但免疫学检测可证实人

体对入侵病原产生特异性免疫暎
棬棿棭潜在性感染椇亦称潜伏性感染暎在感染

过程中棳人体与病原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保持暂

时的平衡状态而人体不出现疾病的表现棳但当人

体防御功能一旦降低棳暂时的平衡遭到破坏棳原
暘棾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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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潜伏在体内的病原体乘机活跃棳引起疾病过

程暎
棬椀棭显性感染椇亦称传染病发作暎当人体不

能清除入侵的病原体棳病原体可以不断生长暍繁
殖棳引起一系列病理生理性和组织破坏性变化棳
在临床上出现疾病表现暎

棬四棭传染病的病程发展阶段

传染病从发生暍发展至恢复的病程大致可分

为以下棿期暎
棬棻棭潜伏期椇自病原体侵入人体起棳直到最初

症状出现前棳这一段时间称为潜伏期暎潜伏期的

长短不一棳随病原体的种类暍数量暍毒力和人体免

疫状态而定暎可短到数小时暍数日棳也可长至数

月暍数年暎
棬棽棭前驱期棬初期棭椇病原体在体内生长暍繁殖

产生的毒性物质棳常可使患者出现头痛暍发热暍乏
力等轻度全身反应暎一般在棻暙棽天后随即出现

明显症状暎
棬棾棭症状明显期椇由于各种病原体繁殖部位

与致病作用的不同棳人体可产生不同组织与器官

的病理变化棳原有的症状由轻变重棳新的症状相

暘棿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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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出现棳逐渐表现出某一传染病的特有症状棳此
时为症状明显期暎

棬棿棭恢复期椇此时体温已降至正常棳主要症状

已大部消失棳病情继续好转棳患者的体力暍食欲等

渐渐恢复正常棳直至完全康复暎
棬五棭传染病病情发展中的特殊表现

棬棻棭发热椇是传染病的突出症状棳也是多数传

染病的共同症状暎传染病的病因不同棳发热类型

和长短也不一样棳根据特有的热程和热型棳常可

为诊断提供依据暎
棬棽棭皮疹椇皮肤和黏膜均可发疹棳而且疹子常

有一定的特殊形态暍分布和消退时间及消退后的

表现暎这些特点对诊断和鉴别诊断有重要意义暎
棬棾棭毒血症表现椇病原体在体内生长暍繁殖和

死亡棳产生大量代谢产物和分解产物棳形成内毒

素或外毒素棳引起机体全身功能失调和中毒性病

理变化暎此时棳病原体在体内视机体的抵抗力不

同棳可表现为菌血症暍败血症和脓毒血症暎
棬棿棭感染性休克及播散性血管内凝血椇前者

是由各种不同病原体及其毒素或抗体复合物所

引起的休克状态暎此时体内微循环发生障碍棳有
暘椀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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