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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单染击此病处的编消辑母毒版与标题隔样离式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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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

传染病是由各种病原微生物
（朊毒体
病毒, 立克次体、衣原体、
细菌、真菌、螺旋体）和寄
生虫（原虫、蠕虫
、医学昆虫）感染人体后产
生的有传染性, 在产生的有
传染性, 在一定条件下可造
成流行的疾病。  



概述

传染源

传染病

■ 传染病流行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环节

传播途径

易感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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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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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
传染源
√ 是指体内有病原体生长, 繁
殖, 并能
排除病原体的人和动物。
√ 包括传染病病人, 隐性感染
者, 病原
携带者和受感染的动物。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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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

传播途径
√ 指病原体从传染源体内排出
后借助某
些传播因素侵入新的易感者机
体前，在外界环境中停留和转
移所经历的全过程。
√ 传播途径由外界环境中各种
因素所组
成，包括: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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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

传播途径的分类: 

√ 空气、飞沫、尘埃: 主要见
于呼吸道为进入门户的传染病，
如麻疹、白喉、SARS、结 核
等。
√ 水、食物、苍蝇: 主要见于
以消化道为进入门户的传染病，
如伤寒、痢疾等。
√ 手、用具、玩具: 又称日常
生活接触传播，可分直接接触
和间接接触。可传染消化道疾
病，也可传染呼吸道疾病。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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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
传播途径的分类: 

√ 虫媒传播: 被病原体感染的
吸血节肢
动物，如蚊子、人虱、跳蚤等，
可传播疟疾、斑疹伤寒、流行
性出血热等疾病。
√ 血液、体液、血制品: 见于
乙型肝炎
、丙肝、艾滋病等。
√ 垂直传播: 病原体通过母体
传给子代
的传播，又叫母婴传播。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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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

人群易感性
人群作为一个整体, 对某种传
染病缺
乏特异性免疫力或者说容易
感染的程度为人群易感性。
当易感者在某一特定人群中
的比例达到一定水平时, 同时
又具备和适宜的传播途径, 则
传染病的流行很容易发生。  



消毒与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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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传染病流行的三个基本环节，采
■ 取综合措施防控传染病的流行: 

■ √ 控制传染源——及时实施隔离技术
■ √ 切断传播途径——采用消毒方法和

标准
■ 预防
■ √ 保护易感人群——疫苗接种及其他

措施



隔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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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离

√ 是采用各种方法、技术防止病原体从
患者及携带者传播给他人的措施。



传染病区的设置要求，传染病区应与普通病区分开，并远离水源、食堂和其他公共场所，传染病区应设有多个出口，以便工
作人员与病人分道进出，
以病人为隔离单位: 每个病人有独立的环境与用具，与其他病人及不同病种间进行耳隔离。以病室为隔离单位，同一病种病
人按排在同一病室内，但病原体不同者，应分室收治。
凡未确诊或发生混合感染、重、危病人具有强烈传染性者应住单独隔离室。  隔离区的设置

食堂

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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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清洁区 未被病原微生物污染的区域。如医护办公室、治疗室、配餐室、更衣室、值班室等场所以及病区以外的地区，
如食堂、药房、营养室等。
隔离要求: 病人及病人接触过的物品不得进入清洁区；工作人员接触病人后需刷手、脱去隔离衣及鞋方可进入清洁区。 ２、
半污染区 有可能被病原微生物污染的区域。如走廊、检查室、消毒室等。
隔离要求: 病人或穿了隔离衣的工作人员通过走廊时，不得接触墙壁、家具等；各类检验标本有一定的存放盘和架，检验完
的标本及容器等应严格按要 分别处理。
３、污染区 病人直接或间接接触的区域。如病房、病人洗手间等。
隔离要求: 污染区的物品未经消毒处理，不得带到他处；工作人员进入污染区时，务必穿隔离衣、戴口罩、帽子，必要时换
隔离衣；离开前脱隔离衣、鞋，并消毒双手。  

工作区域的划分及隔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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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区

■ 半污染区

■ 污染区



隔离原则

■ 隔离标志明确, 卫生设施齐全。

■ 工作人员进出隔离室应符合要求。

■ 分类处理隔离室内物品。

■ 每日消毒隔离室环境。

■ 掌握解除隔离的标准。

■ 终末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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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末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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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对出院、转科或死亡患者及其所住
病室、所用的物品及医疗器械进行的
消毒处理。



隔离种类及措施

■ 严密隔离

■ 接触隔离

■ 呼吸道隔离

■ 肠道隔离

■ 血液—体液隔离

■ 引流物—分泌物隔离

■ 昆虫隔离

■ 保护性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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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密隔离措施

■ 为传染性强，死亡率高的传染病设计的隔离，适用于经飞沫，
分泌物，排泄物直接或间接传播的烈性传染病。

■ 如: 鼠疫，霍乱，炭疽等具体措施

■ 住单间病房，门外挂隔离标志，不得随意开启门窗。禁止病员
走出病室和探视。

■ 2 .接触此类病员，必须戴好帽子，穿隔离衣裤和隔离鞋，必要
时戴橡胶手套。

■ 一切用物一经进入病室即视为污染均应严格消毒处理或销毁；
病员的分泌物，呕吐物和排泄物，均应严格消毒处理。

■ 其他按一般消毒隔离和终末消毒处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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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隔离措施

■

■ 是对病原体经皮肤或粘膜进入体内的传染病所采取的隔离方法
。

■ 适用于破伤风, 狂犬病, 气性炭疽, 性传播疾

■ 病等

■ 具休措施

■ 最好分室居住。

■ 密切接触病员时须穿隔离衣, 工作人员的手或皮肤有破损者应避
免作伤口换药或护理等操作, 必要时戴橡胶手套。

■ 被伤口分泌物或皮肤脱屑所污染的物品器械, 敷料等须严格消毒
处理。

■ 病员接触过的一切污染物品, 应先灭菌再清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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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隔离措施

■ 是对病原体经呼吸道传播的疾病所采取的隔离方法。

■ 适用于: 麻疹，流感，百日咳，开放性肺结核等疾病。

■ 具体措施

■ 将同种疾病的病员安置在一室，病室通向走廊的门窗关闭，出入
随手关门。

■ 接触病人须戴口罩，帽子，穿隔离衣。

■ 3 .病员的口，鼻分泌物需消毒处理。

■ 4.注意病室的通风换气，每晚进行紫外线灯照射或者过氧乙酸喷
雾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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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道隔离措施

■ 是对病原体通过污染食物, 饮水, 食具或手并经口引起传播的

疾病所给予的隔离方法。

■ 适用于伤寒, 副伤寒, 甲型肝炎, 细菌性痢疾具体措施

■ 不同病种最好分室居住, 同居一室时须做好床边隔离。

■ 常用治疗器械, 应固定专用。

■ 每一病人应有自己的食具和便器, 其排泄物, 呕吐物和剩余食物

须消毒后排放。

■ 护理人员须按病种分别穿隔离衣, 并消毒双手

■ 。

■ 病室应有防蝇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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