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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染病预防中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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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年来，传染疾病在我国一直呈高发趋势，不仅影响了人民的体质状况，也对

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阻碍。在公共卫生管理工作中，传染病的预防是一

项需要不断调整且复杂多变的工作，因此，公共卫生管理要加强对传染疾病预

防的重视，通过行政管理、政府干预、舆论宣传等，提高人们的防范意识，尽

可能地抑制传染病的扩散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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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管理应用于传染病预防工作，需要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控标准，即

可以对聚集性疫情、大规模疫情的爆发进行控制和预防，并对传染病重症病患

强化救治。传染病预防工作较为复杂，需要不断调整工作内容，结合公共卫生

管理的常规手段，进行传染病干预工作，并适当运用法律、媒体、舆论等，提

高预防工作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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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共卫生管理在传染病预防中的思考及定位

公共卫生管理主要是指对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医疗，对药品、食品、

公共卫生环境等方面的宣传和监管。自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暴发以来，疫

情的扩散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管理的缺失，

尤其是在一些县或县级以下公共卫生管理较为薄弱的地方，传染病的预防、

控制工作更是收效甚微。甲型 H1N1 流感等传染病疫情的爆发，需要我国公

共卫生管理加强传染病控制、预防工作，确定公共卫生管理在传染病预防中

的定位。

我国经济、政治的不断发展，为公共卫生管理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与

管理环境，也进一步明确了公共卫生管理在传染病预防中的定位。国家公共

卫生管理意识、管理水平需要不断加强，并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强化各方面

的宣传与管理，有效缩小城乡间的公共卫生管理差距。在公共卫生管理中，

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传染病预防的重视，针对管理中的薄弱环节进行突破性的

控制和管理，并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媒体舆论宣传的作用，对公

共管理中的疾病预防工作进行适当的指导、干预，有效控制传染病的发生率、

扩散率。

2  公共卫生管理在传染病预防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家对传染病预防工作的重视，我国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开始在

“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指导下，加强了公共卫生管理及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使得一些传染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地域复杂、

人口流动性大，使得传染病的暴发依然呈现高危、高发状态，特别是在一

些气候条件异常、医疗水平及医疗设备落后、自然灾害频发的地方，更是

容易在传染病暴发后形成急剧扩散的趋势。另外，我国公共卫生在疾病预

防工作中存在一定的问题，使得疾病不能得到有效的预防、控制，其问题

具体如下。

（1）国家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不强。虽然我国地方政府部门、卫生医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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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等已经根据相关疫情的发展状况及时地制定了各项法律法规，但由于在传染

病预防管理中，相关法律法规缺乏可操作性，且各级部门并未按照相关条例认

真贯彻执行，使得法律法规难以发挥应有的疾病预防、控制、管理功效，可操

作性不强。

（2）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能力不强。我国公共卫生管理中的传染疾病防

治、管理系统存在一定的漏洞，各部门权责不明，当问题出现时存在严重的

责任推卸现象。疫情预防、控制的工作部署不明确，使得公共卫生管理部门

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不能落实到位，对公共卫生管理的传染病预防工作造成

了一定阻碍。

（3）公共卫生管理中的传染病防治管理队伍建设程度不足。公共卫生管理

部门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人力资源配置不足，工作人员缺乏专业预防知识、

医药知识，使得传染病预防、管理工作不能得到有效开展。

3  公共卫生管理中的传统疾病预防手段

3.1  传染病患者隔离

在公共卫生管理中，一旦发现疫情，要对传染病患者进行及时的隔离治疗，

控制传染疾病的传播。另外，地方政府应该严格监督疾病防预中心的传染病预

防工作，加强管理传染病检测、疫苗接种等工作，通过不同的传染病干预手段，

有效控制传染病的扩散范围。在地方政府的监督管理工作中，传染病干预方案

要随着对传染病的认知程度进行不断地调整和改革，使干预方案能够得到完善，

干预程度能够得到加深。在对传染病患者进行隔离的时候，要对疫情初期病患

临床症状进行系统、科学、全面地分析，及时了解疫情的发展状况，对传染病

患者做出相应的医疗措施，结合患者症状，制定出科学、有效的传染病防控、

治疗方案，对必要的人群进行接种疫苗，加强对传染病扩散进行干涉。同时，

还要注重提高公共卫生环境，避免传染病患与人群的接触，并对孩子、老人、

抵抗能力弱的人群做好预防、宣传工作。

若是季节性传染病，公共卫生管理部门就要加强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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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诊断过程中，将工作重心转移至传染病患者的治疗上。特别是在一些乡镇

地区、公共卫生管理薄弱地区、医疗水平落后地区，更是要加强传染病的预防、

控制，重点对传染病患者进行治疗。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要加强行政管理

工作，有效整合现有资源，并加强卫生疾病宣传，规范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大

财政支持，对公共卫生进行宏观调控，实现资源共享。另外，政府还应对乡镇、

公共卫生管理薄弱地区、医疗水平落后地区提供药物供给，完善各地方医疗设备，

全面预防、控制传染疾病。

3.2  应急方案系统建立

公共卫生管理应用于传染病预防、控制时，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是要建

立系统的疾病应急方案。当传染疾病暴发时，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让各部

门能够依据法律规定、应急方案措施等，进行传染病的规范预防管理。例如：

在传染病暴发时，所用的药品、医疗设备等，都需要遵循药品生产规范、药

品审判流程、医疗设备使用规范、医疗设备质量要求等相关要求，一旦发现

违规操作，要依据相应的法律规定进行严厉的惩罚，保证各部门在传染病暴

发时，能够坚守岗位、各司其职，使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治疗工作得到有

序开展。

3.3  公共卫生教育宣传

在公共卫生管理中，要加强疫情防控的教育宣传工作。我国人口基数较大，

公民文化层次、意识形态各不相同，因此，对疫情的认识和态度也不相同。

当新的疫情暴发，又暂时没有行之有效的预防、控制措施及疫苗时，人群极

易产生恐慌，特别是在不良信息、流言等的推动下，更是容易引起社会动荡，

使人群对传染病产生误解，增加恐惧情绪，从而使得疫情不能得到有效的控

制。因此，公共卫生管理部门要对民众进行健康知识、文明素质、疾病预防

的宣传教育活动，让民众能够更好地了解传染病的相关知识，并提高传染病

预防意识，不因不良信息的传播，做出过激行为，能够掌握一定的自我防范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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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传染病疫情暴发时，政府要采用干预措施，通过新闻媒体报道等，对民

众进行传染病知识的解决、宣传，稳定民心，以免因传染病疫情的扩散造成社

会的不安。而在新闻媒体进行疫情报道时，要充分考虑到社会的开放程度、人

们对疫情的认识程度及接受程度，有效处理好新闻报道工作，在如实报道传染

病疫情的同时，还要防止流言的散播，主动掌握舆论方向，平复民众的紧张、

恐惧情绪，通过宣传教育，使民众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3.4  传染疾病信息系统建立

在公共卫生管理中，为了确保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更加有效，需要公共

卫生管理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强化传染病信息的整合，完善传染病系统信息，

建立集合公共卫生的信息平台，使传染病信息能够及时发布、及时反馈，并保

证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另外，地方各级，乃至全国各级的传染病

疾控机构应建立统一规格的信息表格，依照国家公共卫生相关监测体系的网络

系统要求，及时、统一地上报传染病信息资料。在构建公共卫生检测系统中，

还应该建立并完善传染病疫情定时分析通报机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析通报

机制，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疫情进行每天分析和通报，并确保每月至少三次

对一般疫情进行分析和通报。当在国境口岸、机场、铁路、港口等地方有传染

病疫情发生时，要对各部门进行相互通报，并对传染病患人员进行隔离治疗。

当发现畜禽或人畜同感染传染病时，各地疾病防控机构应该与农业、畜牧业、

林业部等相关部门进行疫情的通报，保证各地区能够及时得到传染病疫情的相

关信息，做好本地区疫情防范、治疗工作，使全国范围内的传染病疫情得到良

好的控制。

3.5  疫情防控体系建设

虽然社会的进步及公共卫生管理的加强使得我国的传染病疫情防预工作

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种成效要达到传染病预防、控制的最终目的还远远不

够。公共卫生管理应用于传染病预防时，要在传染病防控的原有成绩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加强传染病防控体系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各方面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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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及各地区的积极配合。传染病疫情防控系统的建设，不仅需要公共

卫生管理部门的参与，也要加强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保证各地公共

卫生管理部门可以按照政府的传染病预防工作规划或相关指令进行预防控制

工作，并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有效控制传染病疫情的扩散。此外，地方的

公共卫生管理部门，也应加大疫情管理工作，在传染病疫情发生时，能够及时、

积极应对。形成科学、合理的疫情防控体系，促使传染病预防工作能够顺利

开展。再者就是公民方面，公民应该提高自身的传染病防控意识，对传染病

知识多加了解，做好自身的防预措施，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养成良好

的行为习惯，能够在打喷嚏、咳嗽等时候用纸巾遮挡，避免病菌传染他人。

同时，公民还应具有基本的信息鉴别能力，做到不轻信、不传播谣言，当传

染病疫情发生时，能够做好相应的预防工作，不自乱阵脚，并在发现自身、

家人出现传染疾病感染时，及时上报公共卫生管理部门进行隔离治疗，避免

疫情发生大范围的扩散。

3.6  强化领导制度化建设

公共卫生管理部门要强化本部门的管理，加强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集中

组织学习，通过系统业务知识培训、思想教育工作等，强化领导及各级工作

人员的思想意识，强化公共卫生管理的领导制度化建设。在集中组织学习、

培训中，公共卫生管理部门要制定科学、严密的宣传教育计划，围绕本单位

工作重心开展，并建立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通过建立案件质量管理制度、

卫生执法监督研讨等，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学习效率、思想意识、专业知识、

综合素质等。另外，在公共卫生制度化建设中，公共卫生管理部门要建立监督、

鼓励机制，通过对工作人员的鼓励，使其在接受培训、学习过程中不断提高

自身素质，超越自我，形成系统的传染病预防、控制知识体系，认真做好各

项传染病预防工作。

4  结语

近年来，我国各种传染病呈现高发趋势，特别是一些病毒性的传染病更



·141·
分析公共卫生管理应用在传染病预防中的具体策略2022 年 10 月

第 4 卷第 4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fm	 https://doi.org/10.35534/fm.0404015c

是形成了大范围的扩散。因此，要想改变传染病发展现状，就需要完善公共

卫生管理系统，提升我国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健全程度，有效预防传染病大

范围地扩散。在公共卫生管理中，公共卫生管理部门还要结合行政管理干预、

媒体舆论干预、法律法规干预等，对传染病疫情的预防、控制进行有效管理，

提高公共卫生管理部门的传染病预防工作效果。此外，公共卫生管理部门在

对传染病进行预防、控制的同时，还要加强对民众进行传染病相关知识的宣

传，以免疫情扩散引起民众的恐慌和社会的动荡，提高公共卫生管理部门的

传染病防控成效。

参考文献

［1］曹洋，周蕾．2014年1月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需关注的传染病风险评

估［J］．疾病监测，2014，29（1）：4-8．

［2］朱雪梅．社区公共卫生机构在传染病疫情预防中的效果研究［J］．中国

卫生产业，2014（27）：62-63．

［3］丁美香，突发公共卫生急性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J］．中国农村卫生，

2014，15（54）：74．

［4］袁志明，刘铮．关于加强我国公共卫生应急反应体系建设的思考［J］．

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28（6）：712-715．

［5］包桂萍．浅谈公共卫生传染病控制的措施及效果［J］．中国农村卫生，

2015，18（8）：67．



·142·
分析公共卫生管理应用在传染病预防中的具体策略 2022 年 10 月

第 4 卷第 4 期

https://doi.org/10.35534/fm.0404015c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fm

To Analyze the Specific Strategies of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in the Preven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Li Qihong

Hubei University, Wuhan

Abstract: For many years, infectious disease has been a high trend in our 

country, not only affects the people’s physique, but also to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used certain hinders. In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the preven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s a need to constantly adjust and 

complicated work, therefore, to strengthen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through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public opinion propaganda, enhance 

people’s awareness, as much as possible to stop the spread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spread.

Key words: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Application; Infectious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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