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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能在人与

人、动物与动物或人与动物之间

相互传播的一类疾病。

传染病定义

具有传染性、流行性、季节性、

地方性、免疫性等特点。其中，

传染性和流行性是其最基本的特

征。

传染病特点

传染病定义及特点



如流感、麻疹等通过空气飞沫传
播。

传染病传播途径

空气传播

如霍乱、痢疾等通过污染的水源
传播。

水源传播

如甲肝、伤寒等通过污染的食物
传播。

食物传播

如性病、狂犬病等通过直接接触
传播。

接触传播

如破伤风、炭疽等通过污染的土
壤传播。

土壤传播

如艾滋病、乙肝等可通过母婴传
播。

垂直传播



秋冬季高发传染病种类

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

呼吸道传染病，秋冬季

高发。

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

呼吸道传染病，传染性

极强。

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

起的急性传染病，秋冬

季多发。

由腮腺炎病毒引起的急

性呼吸道传染病，常见

于儿童和青少年。

流感 麻疹 水痘 流行性腮腺炎



及时发现、隔离和治疗患者和带

菌者，切断传播途径。

控制传染源

加强体育锻炼，提高免疫力；按

时接种疫苗；避免与传染病患者

接触。

保护易感人群

加强环境卫生管理，消灭蚊蝇等

害虫，注意个人卫生和饮食卫生

。

切断传播途径

预防措施是控制传染病流行的关

键，只有做好预防工作，才能有

效减少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

重要性

01 03

02 04

预防措施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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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手段，可以

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严重并发

症的风险。

接种流感疫苗

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是预防流感等呼

吸道传染病的重要手段，如勤洗手、保持

环境清洁和通风等。

注意个人卫生

在流感流行季节，尽量避免去人群聚集场

所，避免接触有流感症状的人员，如需接

触时应佩戴口罩等防护措施。

避免接触传染源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均衡饮食、适量运

动、充足休息等，可以增强身体免疫力，提

高抵抗流感病毒的能力。

增强免疫力

流行性感冒预防措施



雾化疗法

雾化吸入可稀释气管内的分泌物，有利排痰。如痰液黏稠

不易咳出，雾化吸入有一定帮助。

控制感染

急性支气管炎患者应及时采用抗菌药物治疗，以免病情进

一步发展。慢性支气管炎患者急性加重期也需要使用抗菌

药物控制感染。

祛痰镇咳

对急性发作期患者在抗感染治疗的同时，应用祛痰药及镇

咳药物，以改善症状。迁延期病人尤应坚持用药，以求消

除症状。

解痉平喘

对于喘息型支气管炎患者，可采用解痉平喘药物进行对症

治疗；对于伴有慢阻肺的患者，可根据病情选用长效支气

管舒张剂进行长期治疗。

支气管炎防治方法



哮喘患者日常注意事项

避免诱发因素

哮喘患者应尽量避免接触过敏原，如花粉、尘螨、宠物皮毛等；同时
避免吸入冷空气、刺激性气体等诱发哮喘发作的因素。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哮喘患者的居住环境应保持空气流通，避免潮湿、阴暗的环境，以减
少霉菌滋生。

合理饮食

哮喘患者应注意饮食卫生和营养均衡，避免食用过敏食物和辛辣刺激
性食物，多吃蔬菜水果等富含维生素的食物。

规律作息

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避免过度劳累和精神紧
张。



A
B
C
D

戒烟
戒烟是预防和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病
的重要措施之一，可以有效减缓病

情进展和改善症状。

药物治疗
根据患者病情选择合适的药物进行治疗，
包括支气管舒张剂、吸入性糖皮质激素等，
以减轻症状和改善肺功能。

肺康复锻炼
肺康复锻炼包括呼吸肌锻炼、有氧运动等，
可以增强患者的心肺功能和生活质量。

氧疗
对于伴有低氧血症的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
长期家庭氧疗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和生存率。

慢性阻塞性肺病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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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如病毒简介 个人预防措施 集体单位防控 疫情报告与处理

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防治知识普及

01 02 03 04

介绍诺如病毒的传播途径、易

感人群及临床表现。

强调个人卫生习惯，如勤洗手

、不吃生冷食物等。

针对学校、托幼机构等集体单

位，提出加强晨检、隔离治疗

等措施。

介绍疫情报告途径和处理流程

，提高公众对疫情的认知和应

对能力。



介绍细菌性痢疾的传播途径、临床表现及危
害。

细菌性痢疾简介

强调饭前便后洗手、不共用餐具等个人卫生
习惯。

个人卫生要求

提出加强饮食卫生管理、改善环境卫生条件
等建议。

环境整治建议

加强疫情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理疫情，防止
疫情扩散。

疫情监测与防控

细菌性痢疾个人卫生要求及环境整治建议



介绍食物中毒的常见原因和危害，提
高公众对食物中毒的认知。

食物中毒原因及危害 食品安全知识普及

食品卫生监管加强 应急处置能力提升

宣传食品安全知识，如食品保存、加
工、烹饪等方面的注意事项。

加强食品卫生监管力度，保障公众饮
食安全。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及时处理食物中
毒事件，降低危害程度。

食物中毒风险降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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