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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基础知识



什么是传染病

分类

按照传播途径，可分为呼吸道传染

病、消化道传染病、血液传染病、

体表传染病等。

特点

具有传染性、流行性、季节性、地

方性等特点。

定义

传染病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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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道传播
病原体通过空气中的飞沫、尘埃

等传播，如流感病毒、结核杆菌

等。

消化道传播
病原体通过食物、水源或接触污

染的手、餐具等传播，如肠道病

毒、细菌等。

血液传播
病原体通过输血、共用注射器等

方式进入血液传播，如乙肝病毒

、艾滋病毒等。

体表传播
病原体通过直接接触患者的皮肤

或粘膜而传播，如疥螨、虱子等

。

传染病的传播途径



如流感、麻疹、水痘等，症状包括发热

、咳嗽、喉咙痛、流鼻涕、皮疹等。

如细菌性痢疾、轮状病毒肠炎等，症状

包括腹泻、呕吐、腹痛、发热等。

如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艾滋病等，症

状因疾病而异，但可能包括发热、乏力

、肝区疼痛、淋巴结肿大等。

如疥疮、头虱等，症状包括皮肤瘙痒、

红疹、脱发等。

常见传染病类型及症状

呼吸道传染病 消化道传染病

血液传染病 体表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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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传染病预防策略



呼吸道卫生
教育儿童避免随地吐痰，学会正确的咳嗽和打喷嚏方式，即使用纸巾或手肘遮

挡，以减少呼吸道疾病的传播。

手部卫生
教会儿童正确的洗手方法，并强调在关键时刻如餐前、便后以及接触公共设施

后要及时洗手，以减少细菌和病毒的传播。

口腔卫生
培养儿童定期刷牙、漱口的习惯，预防口腔疾病的发生，降低病菌通过口腔黏

膜侵入的风险。

个人卫生习惯培养



通过合理的饮食搭配，确保儿童

获得足够的营养，提高免疫力，

从而降低感染传染病的风险。

鼓励儿童摄入多样化的食物，
确保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
的均衡摄入，以增强身体抵抗

力。

营养均衡

教育儿童避免食用不洁或过期
食品，预防食物中毒等食品安
全问题。

食品安全

饮食安全与营养均衡



• 通过定期体检，及时发现并处理儿童潜在的
健康问题，防止疾病进一步发展。

• 评估儿童的生长发育情况，提供个性化的健
康指导。

定期体检

• 根据国家免疫规划，为儿童接种相应的疫苗
，以预防常见的传染性疾病。

• 教育家长重视疫苗接种的重要性，提高儿童
的疫苗接种率，从而建立群体免疫屏障。

疫苗接种

定期体检与疫苗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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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环境下的防控措施



建立定期清扫和消毒制度，确保教室环境整洁。对桌椅、门窗等高

频接触部位进行重点清洁和消毒。

卫生管理

保持教室空气流通，合理安排课程和活动时间，避免长时间密闭环

境。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开窗通风。

通风换气

加强对学生卫生习惯的培养，教育学生养成勤洗手、不随地吐痰等

良好卫生习惯。

健康教育

教室卫生管理与通风换气



防控措施宣传
利用课间活动时间，向学生宣传传染病防控知识，提高学生自我防护意识。

课间活动
合理安排课间活动时间，鼓励学生走出教室进行适量活动，增强体质。避免拥

挤和密切接触，保持安全距离。

运动锻炼
根据学生年龄和身体状况，制定合适的运动锻炼计划。加强体育锻炼，提高学

生免疫力。

课间活动与运动锻炼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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