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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基础知识

Chapter



法定传染病
国家根据传染病的传播方式、传播速度、危害程度等，将传染病分为甲类、乙

类、丙类，以便于管理和防控。

传染病定义
由病原体引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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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方式
根据病原体的种类和传播途径，传染病可分为病毒性传染病、细菌性传染病、

寄生虫性传染病等。

传染病定义与分类



传播途径及危险因素

病原体离开传染源后，通过一定

的方式使其他易感者感染，包括

空气传播、水源传播、食物传播

、接触传播等。

传播途径

影响传染病传播的主要因素包括

病原体的特性、宿主的易感性、

环境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等。

危险因素

指对某种传染病缺乏特异性免疫

力的人群，如老年人、儿童、孕

妇及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等。

易感人群



传染病的症状因病原体和感染部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常见症状包

括发热、咳嗽、腹泻、皮疹等。

常见症状

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以及流行病学史等资料进行综合

分析，以确定病原体和感染部位。

诊断方法

在诊断过程中，需注意与其他具有相似症状的疾病进行鉴别，以免

误诊或漏诊。

鉴别诊断

常见症状与诊断方法



家庭是传染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接触密切且频繁，一旦发生传染病，很容易在家庭内部传播。因此，家庭防疫对于控制

传染病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防疫重要性

保护家庭成员健康
通过采取有效的防疫措施，可以降低家庭成员感染传染病的风险，保护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维护社会稳定
家庭防疫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责任，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通过家庭防疫，可以减少传染病的传播和流

行，从而减轻社会负担，维护社会稳定。



02

家庭环境优化与消毒措施

Chapter



室内空气流通与净化方法

保持自然通风

经常开窗换气，尤其是天

气良好时，应增加开窗通

风的次数和时间。

使用空气净化设备

选用具有高效过滤和杀菌

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定期

更换滤网。

避免室内吸烟

家庭成员应避免在室内吸

烟，以减少空气污染和病

菌传播风险。

植物绿化

适量摆放绿植，既能美化

家居环境，又能净化空气。



定期清洁
对家居表面如桌椅、地板、门窗

等进行定期清洁，去除灰尘和污

垢。

使用消毒剂
在清洁过程中，可使用含氯消毒

剂或酒精对家居表面进行消毒处

理。

注意卫生死角
重点关注卫生间、厨房等易滋生

细菌的场所，确保彻底清洁和消

毒。

个人物品管理
个人物品如手机、钥匙等也应经

常清洁，避免成为病菌传播的媒

介。

家居表面清洁和消毒技巧



个人卫生习惯培养

勤洗手

养成勤洗手的习惯，尤其是在接触公

共物品或触摸口鼻眼等易感部位前。

正确佩戴口罩

在公共场所或人员密集场所，应正确

佩戴口罩以降低感染风险。

咳嗽礼仪

咳嗽或打喷嚏时，应用纸巾或肘部遮

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病菌。

保持社交距离

在与人交往时，尽量保持1米以上的

社交距离，以减少直接接触和传播机

会。



为宠物定期洗澡、梳理毛发，保持宠物

身体干净卫生。

确保宠物食品新鲜、干净，避免喂食过

期或变质食物。

及时清理宠物排泄物，并对清理工具进

行定期消毒处理。

虽然宠物是人类的好伙伴，但应避免与

宠物过度亲密，如亲吻等，以降低病菌

传播风险。

宠物卫生管理及注意事项

定期清洁宠物 宠物饮食卫生

宠物排泄物处理 避免过度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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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健康监测与隔离安排

Chapter



家庭成员应每日定时测量体温，如早晚各一次，并记录体温数据。

体温监测频率

体温高于37.3摄氏度，或者出现寒战、发热等症状，应视为异常。

异常体温标准

一旦发现体温异常，应立即通知家庭其他成员，并佩戴口罩、保持

室内通风。同时，及时联系医疗机构进行咨询和就诊安排。

异常处理流程

体温监测及异常处理流程



家庭成员应密切关注自身是否出现咳嗽、乏

力、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

观察症状

可使用症状记录表或手机APP等工具，详细

记录症状出现的时间、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

等信息。这些记录有助于医生更准确地判断

病情。

记录方法

症状观察与记录方法



隔离措施
对于出现疑似传染病症状的家庭成员，应立即进行居家隔离，避免与其他家庭

成员接触。隔离期间应保持室内清洁、卫生，定期消毒。

心理疏导
疑似病例可能面临较大的心理压力和恐慌情绪。家庭成员应通过电话、视频等

方式保持沟通，给予关心和支持。同时，可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进行心

理疏导。

疑似病例隔离措施和心理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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