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umber
{01}

六病防治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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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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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众对六病的认识和预防意识，减少疾病

的发生和传播。01

目的和背景

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促进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和质量。



确定六病防治的目标和任务，制定相应的工作

计划和措施。
加强六病防治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疾病的

认知和预防能力。

加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和

质量。

加强六病防治的监督和评估，确保工作计划的落实

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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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计划范围



02 六病防治现状分析



结核病 淋病

尖锐湿疣

生殖器疱疹梅毒

艾滋病

一种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可侵及许多脏器，

以肺部结核感染最为常见。其危害程度较高，可导致患者

长期咳嗽、咳痰、咯血、胸痛、呼吸困难等，严重者可危

及生命。

由感染艾滋病病毒（HIV）引起，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传

染病。HIV会攻击人体免疫系统，使人体易于感染各种疾

病，并可发生恶性肿瘤，病死率较高。

由苍白（梅毒）螺旋体引起的慢性、系统性性传播疾病。

梅毒螺旋体几乎可累及全身各器官，产生各种症状和体征，

临床表现复杂，并可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导致流产、早

产、死产和先天梅毒。

由淋病奈瑟菌引起的以泌尿生殖系统化脓性感染为主要表

现的性传播疾病。其发病率居我国性传播疾病第二位，对

患者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由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所致的以肛门生殖器部位增

生性损害为主要表现的性传播疾病。大多发生于18～50

岁的中青年人，对患者的生活和工作造成极大不便。

由单纯疱疹病毒（HSV）引起的性传播疾病，主要是

HSV-2型，少数为HSV-1型。是常见的性病之一，对患者

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六病概述及危害程度



防治工作进展

发病率

传播途径

现状分析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六病防治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如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意识、
加强疫情监测和报告等。同时，各级医疗机构也积极开展六病的诊断和治疗工作，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

六病在我国均有较高的发病率，且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结核病、艾滋病、梅毒等疾病的
发病率较高，且地区差异明显。

六病主要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母婴传播等途径传播。其中，不洁性行为、多个性伴侣、静脉

注射毒品等是主要的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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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社会歧视和偏见

由于六病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和危害性，部分患者会受到社会

的歧视和偏见。这导致患者心理压力增大，不愿意主动就医

和接受治疗，进一步加剧了病情的发展。

宣传教育不足

部分地区和人群对六病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必要的

宣传和教育。这导致公众对六病的认知不足，无法及时采取

有效的预防措施。

医疗资源不足
部分地区医疗资源匮乏，缺乏专业的医疗队伍和设备，难以

满足患者的诊断和治疗需求。这导致部分患者得不到及时有

效的治疗，病情恶化甚至危及生命。



03 六病防治目标及策略



防治目标

通过实施有效的预防措施，降低六病（包括但不限于高血

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癌症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的发病率，提高居民健康水平。

提高早诊率和治愈率

加强六病的早期筛查和诊断，提高早诊率和治愈率，减轻

患者痛苦和经济负担。

促进健康生活方式

推广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提高居民自我保健意识和

能力。

降低六病发病率



政府主导，多部门

合作
发挥政府在六病防治工作中的主

导作用，加强卫生、教育、体育、

宣传等多部门间的协作与配合。

全社会参与，共建

共享
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六病

防治工作，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

良好氛围。

预防为主，防治结

合
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注重源头

治理和过程控制，同时加强患者

的治疗和管理。

防治策略



实施早期筛查

针对重点人群开展六病的早期筛

查工作，及时发现并干预潜在患

者。

加强健康教育

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活动，

普及六病防治知识，提高居民健

康素养和自我保健能力。 推进规范治疗

加强六病患者的规范治疗和管理

，提高治疗效果和患者生活质量

。

强化监测评估

建立六病防治工作的监测评估机

制，及时掌握工作进展和效果，

为政策调整提供依据。

重点任务和措施



04 六病防治工作计划具体实施
方案



成立六病防治工作小组，由医院领导担任组长，各科室主任为成员，明确工作职责
和任务分工。

设立专门的六病防治办公室，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协调、监督和推进工作计划的实
施。

加强医护人员培训，提高六病防治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确保工作质量和效率。

组织架构和人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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