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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里,各种疾病的患者来回流动,一旦出现呼吸道传染
性疾病不严加管理,会严重威胁其他患者的身体健康,不利于
病情的康复。 因此,呼吸道传染疾病的防治和护理意义重大,
可有效控制呼吸道疾病的传染[1]。 基于上述背景,探讨呼吸道
传染疾病的相关预防、控制措施,并探讨其临床应用价值。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
抽取 2018年 7月至 2019年 12月期间我疾控中心的 86

名呼吸道传染病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和参照
组,两组各 43例。 经一般资料统计,实验组男 23例、女 20例,
最大年龄值为 68 岁, 最小年龄值为 12 岁, 平均年龄值为
(40.15±1.35)岁;其中,肺结核患者 13例,流行性感冒患者 15
例,流行性腮腺炎患者 14例,麻疹患者 1例。 参照组男 25例、
女 18例,最大年龄值为 69岁,最小年龄值为 13岁,平均年龄
值为(40.24±1.53)岁;其中,肺结核患者 10例,流行性感冒患
者 18例,流行性腮腺炎患者 13例,麻疹患者 2例。 两组数据
存在可比性。

1.2方法
参照组给予常规预防措施,嘱咐患者注意日常卫生、饮食

习惯,做好病情护理等。
实验组给予针对性预防控制,具体内容如下:
(1)加强预防工作的落实力度。 医院成立疾病预防小组,

成员要具有丰富的传染病知识,宣传疾病防治的重要性,提高
护理人员的重视程度,贯彻落实预防措施。

(2) 增强患者疾病意识。 通过讲座或发放宣传手册的方
式,对患者讲解呼吸道传染病相关知识,加大宣传力度,使患
者树立自我保护意识,积极配合疾病预防工作。

(3)病情预防。 护理人员定期对病房消毒通风,嘱咐患者
出入公共场合佩戴口罩,尽量远离人员密集场所;指导患者锻
炼身体,项目以慢跑或太极为主,提高患者机体免疫。

(4)疫苗预防。 宣传疫苗好处,规范免疫程序;患者接种
后, 指导患者注意个人卫生, 饮食上选择清淡容易消化的食
物,保证充足的营养;注意睡眠质量;若身体不适,要即刻到医
院就诊,以免耽误救治[2]。

(5) 药物预防。 经环丙沙星药物可以预防呼吸道传染疾
病,提高免疫力,控制感染发生率;支原体肺炎者可以采用红
霉素药物治疗;病毒性传染病者可以运用病毒唑。

(6)及时隔离。 呼吸道传染疾病患者需隔离治疗,防止疾
病扩散。 病区及非病区实施消毒,佩戴口罩,避免传播疾病。

(7)行为管理患者。 强化自我保护意识,包括保持室内通
风、避免去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佩戴口罩、讲究卫生、养成健
康的生活方式。

(8)加强宣传教育。 宣传教育有助于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室内尽量保证通风、光线充足,勤清洗与更换衣物,不可
随地吐痰,少去公共场所,降低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和发生。

1.3观察指标
(1)呼吸道疾病发生情况;(2)满意度:采用问卷的形式调

查, 总分设置为 100分,80分及以上设置为非常满意;60~79

分设置为基本满意;59分及以下设置为不满意。
1.4统计学意义
数据行 SPSS17.0处理,计数用百分比(%)表示,行卡方检

验,当 P <0.05时,数据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比较两组呼吸道疾病发生率
如表 1所示,实验组发生呼吸道疾病患者较少,与参照组

具有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表 1 两组患者呼吸道疾病发生情况对比[n(%)]

2.2比较两组患者对预防策略的满意情况
如表 2,实验组的患者对预防效果更加满意,有统计学意

义(P <0.05)。
表 2 两组满意度对比[n(%)]

3讨论
呼吸道疾病可通过飞沫、飞沫核、菌尘、气溶胶进行传播,

其传播途径包括环境、空气等。 医院内一旦发生呼吸道疾病传
染,若无科学、有效的措施进行控制,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
也会对医院的名声造成损害。 此外,呼吸道传染病的发生与季
节有一定关系,且随着我国城镇一体化发展,人口密度加大,人
口聚集区域很容易发生呼吸道传染性疾病。呼吸道感染的预防
和控制,涉及预警机制、及时隔离、药物、疫苗预防及行为管理
等层面,需予以全面、综合、针对性的预防管理措施。 首先提高
对呼吸道传染疾病危害性的认知,提升自我保护意识,主动配
合管理和干预,提高治疗的依从性,降低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
和扩散速度。对已感染呼吸道感染疾病的患者进行隔离、消毒,
遏制病情的蔓延,并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促进患者康复。

本次研究中,患者实施针对性预防策略后,疾病发生率只
有 9.30%,低于参照组的 27.91%,显示了实验组方法的安全性。
调查患者满意度后发现,实验组满意度达 93.02%,参照组只有
76.74%,说明实验组的患者对预防控制效果更加满意。

总之,要最大限度地降低呼吸道传染疾病的传染概率,医
务人员要根据患者病情,科学地制定预防与控制策略,对病人
实施隔离观察、疫苗接种、药物防控、强化宣传教育等相关措
施,实现对该类疾病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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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传染病的针对性预防控制策略效果分析

石 妍
(大庆市萨尔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黑龙江 大庆 163300)

【摘要】目的:分析呼吸道传染病的针对性预防控制策略效果。 方法:选取我疾控中心 86例呼吸道传染病患者,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实验组和参照组,每组 43例;参照组行常规预防与控制措施,实验组行针对性预防控制措施;比较两组效果。结果:
实验组呼吸道传染病预防效果更好,疾病发生率低于参照组,获得了患者的认可,组间检验(P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针对性预防控制策略可降低呼吸道传染病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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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呼吸道传染病感染 发生率
实验组 43 4 4（9.30%）

参照组 43 12 12（27.91%）
χ2值 4.9143

P值 0.0266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实验组 43 26 14 3 40（93.02%）
参照组 43 15 18 10 33（76.74%）

χ2值 4.4405

P 值 0.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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