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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共卫生机构在传染病疫情预防中的效果研究
郭 勇

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云南 丽江 674100

【摘要】目的：实验将针对古城区社区公共卫生机构的传染病疫情预防能力进行提升，帮助更多社区人群，使其具有健康防
护意识。方法：将辖区祥和街道顺和社区内270名居民作为调研对象，时间范围在2020年 6月至2021年 7月，以时间先后分组。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宣讲措施，观察组则加强传染病防疫知识宣讲，对居民传染病防疫知识掌握程度进行调研。结果：从调研上
看，观察组居民在传染病疫情知识知晓率上得分更高，包括疾病类型，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等，观察组为 92.6%（125/135），
对照组为 74.8%（101/135），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此同时，在传染性疾病半年期的发生率上，观察组为 0.0%，
对照组则为 3.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采用社区公共卫生机构加强传染病疫情预防工作的宣讲，普及传染病知识，能
够更好地帮助辖区内居民认识到传染病的危害和预防策略，并及时上报进行治疗，不仅有助于保护个人健康，也可以保护周围人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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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人们对传染病的防御知识了解不到
位，导致传染病的扩散速度加快和范围有所增大，特别是在我国
部分地区的医疗条件有限。社区公共卫生机构作为医疗单位，
但是对相关传染病的知识宣讲不到位，控制效果不佳 [1]。由此，
我们应当提升社区公共卫生机构的防疫能力。将祥和街道顺和
社区内的居民作为调研对象，时间范围在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7 月，以时间先后分组。现对调研结果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社区内的 270 名居民作为调研对象，时间范围在 2020

年 6 至 2021 年 7 月，以时间先后分组。以 2020 年为对照
组，以 2021 年为观察组。此外，在回顾患者基线资料中，有
男性 146 人，女性 124 人。年龄在 22~73 岁之间，平均年龄
（36.7±3.8）岁。在一般资料对比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实验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宣讲模式，观察组则加强传染病防疫知识

宣讲。在传染病相关知识的宣讲中，首先要对本年度社区内常
见的传染病进行患病率的统计分析。有重点的对居民进行传染
病的类型、传播途径、表现和预防进行调研和宣讲。在宣讲的模
式也应当多样化，除了传统的宣传栏还可通过微信公众号的关
注，以图文以及小视频的方式，帮助更多人了解传染病，建立自
我保护意识。同时，在宣讲过程中也要总结经验和不足，进一步
对传染病的宣讲方式和内容进行调整，更符合当下居民健康生
活的需求。
1.3 评价标准
本次实验需要对比居民传染病疫情知识知晓率 ( 得分在

85 分以上），具体则可以从疾病类型，传播途径，临床表现和预
防措施上进行问卷的设计。此外，则了解半年期内调研居民传
染疾病的发生率。
1.4 统计方法
应用SPSS	24.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和分析。以[n/%]

描述传染性疾病发生率，并用χ2 检验；以均数±标准差描述在
传染病疫情知识知晓，并用两独立样本t 检验，以P<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从调研上看，观察组居民在传染病疫情知识知晓率上得分

更高（如表 1所示），包括疾病类型，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等，观
察组为 92.6%（125/135），对照组为 74.8%（101/135），对比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居民传染病疫情防控知识了解程度对比（ cc	±s，分）
组别 疾病类型 传播途径 临床表现 预防措施

对照组（n=135） 20.3±1.2 19.9±1.0 21.4±2.1 20.9±1.7
观察组（n=135） 23.1±0.4 22.4±0.9 22.9±1.0 23.4±0.5

t 2.983 2.870 1.932 3.190
P <0.05 <0.05 <0.05 <0.05

与此同时，在传染性疾病半年期的发生率上，观察组未见，
对照组则为 3.7%（5/13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这几年我国医疗水平得到发展，且针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救

治也开展得更为广泛，各级机构都在不断地完善医疗服务体系，
从而增强我国国民的身体素质 [2]。特别是在 2020 年发生新冠
疫情后，作为高强度传染性疾病，不管是基层公共卫生机构还是
居民，都具有较强的疫情防控观念。除了加强对疫情的防控，结
合传染病的相关知识进行普及，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城镇居民的文化水平相对来说较高，对知识的理解能力较
好，通过公共宣传文件开始科普以及体检等能够针对传染病的
知识进行相关普及，且人们接受医疗健康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
样，这也需要社区公共卫生机构改革传统的健康宣讲方式 [3]。
寻找更符合当下人们生活方式、信息接纳方式的传染病相关知
识，如结合人们的碎片化时间通过小短文或者小视频的方式对
传染病进行介绍，对传染病的类别进行归纳，以及相同传染途
径，普遍的预防方式进行整合，帮助居民建立健康保护意识，从
最基础的戴口罩、勤洗手做起 [4]。社区是居民活动中最基础的
场所，通过社区公共卫生机构的宣讲服务，能够更好地与居民建
立交流和信任感，在宣讲过程中的阻力也相对较小，能够促使工
作地顺利开展 [5]。同时在发现有传染病之后，无论是家庭还是
社区都要给予高度重视，及时治疗和上报，防止传染面积的扩
大。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伴有传染病的患者，一定要做好他们的
心理安抚。

综上所述，采用社区公共卫生机构加强传染病疫情预防工
作的宣讲，普及传染病知识，能够更好地帮助辖区内居民认识到
传染病的危害和预防策略，并及时上报进行治疗，不仅有助于保
护个人健康，也可以保护周围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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