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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感染：科学防控，健康无忧
▲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   梁华飞

医院感染管理办公室是医院中一个极其

关键的科室，主要职责是有效预防和控制医

院感染，保障医疗安全，保护患者和医护人

员自身健康。本文将介绍传染性疾病的危害

和传播途径，以及科学防控的关键措施，帮

助读者了解如何科学地预防感染，保护自己

和他人健康。

传染性疾病的危害和传播途径

传染病是一种可以在短时间内使许多人

发病的一类疾病。所以，传染病是必须及时

进行控制的，否则会造成群体性发病，不仅

仅会造成恐慌，而且会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出

现混乱。

呼吸道传播  患者咳嗽、打喷嚏、大声说

话时可将病原体排出体外，有些病原体在空气

中可以自由散布，通过空气中的飞沫或气溶胶

进行传播，如肺结核、禽流感、流感、新冠等。

消化道传播  未处理的废水或受病原污

染物，直接排放于环境中，病原体污染食物、

水源、食具，健康人群进食后可获得感染，

如甲肝、戊肝、伤寒、细菌性痢疾、霍乱等。

接触传播  如性行为接触，某些病毒可

存在于人体的血液、阴道分泌物或精液中，

正常人进行性行为时，可接触这些体液而感

染病原体，如艾滋病、乙型肝炎、丙型肝炎、

梅毒、淋病等。

垂直传播  也称为母婴传播，专指胎儿

由母体得到的疾病，如艾滋病、乙型肝炎等

传染性疾病。

虫媒传播  病原体通过传染媒介传染给

易感者，如疟疾、流行性斑疹伤寒、恙虫病等。

血液传播  主要通过血液、伤口的感染

方式传播病原体，如丙肝、艾滋病等。

科学防控的关键措施

保持个人卫生习惯  保持好良好的个人

和环境卫生 , 并且要注意勤洗手 , 不用污染的

毛巾擦手 , 双手接触过呼吸道分泌物 , 如打喷

嚏后应该立刻洗手。在打喷嚏或咳嗽时应该

用纸巾或手帕掩住口鼻,避免飞沫污染他人。

避免接触感染源  避免与感染者密切接

触，特别是对于已经确诊的感染的患者。如

果必须接触感染者，应佩戴医用口罩、手套

等防护用品，并注意手部卫生。

提高免疫力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

提高免疫力。合理饮食，保证营养均衡，多

吃新鲜水果、蔬菜和蛋白质丰富的食物。适

当运动，保持身体健康，增强身体免疫力。

充足睡眠，避免疲劳和压力，保证充足的休

息和睡眠时间。

接种疫苗  接种疫苗是预防感染性疾病

的重要措施之一。根据疫苗接种计划接种疫

苗，可以有效地预防多种感染性疾病的发生。

对于高风险人群，如老年人、儿童、孕妇等，

应加强疫苗接种，提高免疫保护水平。

及时就医和治疗  如果出现感染症状，

如发热、咳嗽、乏力等，应及时就医。遵从

医生的治疗方案，按时服药和复查。合理使

用抗生素等药物，避免耐药性的产生。在医

疗场所，应遵守医疗场所的防疫规定和措施，

如佩戴口罩、配合体温检测等。

在疫情期间，科学防护尤为重要。应了

解疫情信息，遵守防控措施，如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等。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地方，

不要在人群密集的地方长时间逗留，减少不

必要的外出和聚会。在医疗场所中，应遵守

医疗场所的防疫规定和措施。与医护人员密

切配合，做好个人防护和消毒工作。注意手

部卫生和呼吸道卫生，避免交叉感染的风险。

在公共场所中，应注意个人卫生习惯的养成。

勤洗手、戴口罩等是必要的防护措施。使用

公共交通工具时注意与他人保持距离，减少

接触机会。在家庭中，与家人共同制定家庭

卫生习惯和防护措施。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注意开窗通风。避免与家人共用个人卫生用

品，如毛巾、牙刷等。在工作中，特别是在

接触感染患者或处理感染性物质时，应采取

严格的防护措施。佩戴医用口罩、手套、护

目镜等防护用品，并注意手部卫生和呼吸道

卫生。

相信读者对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同时掌握了在日常生活中如何

应用科学防护措施来预防感染。在未来的生

活和工作中，希望大家能将所学知识运用到

实践中，关注感染预防领域的新发展和新技

术，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为保护自己

和他人的健康作出更大的贡献。

丙肝，全称丙型病毒性肝炎，是一种由

丙型肝炎病毒（HCV）引起的病毒性肝炎。丙

肝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对个人和社会均产

生深远影响。尽管目前尚无丙肝疫苗，但通过

了解丙肝的基础知识、采取正确的预防措施以

及进行定期检测，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保

障个人健康。

丙肝的传播途径  丙肝是一种由丙型肝炎

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肝炎，主要通过血液传播、

性传播和母婴传播。这意味着，如果接触到感

染者的血液或其他体液，或者使用感染者所使

用的注射器、牙刷等个人卫生用品，都有可能

感染丙肝病毒。

丙肝危害  丙肝的症状通常较为隐匿，包

括疲劳、食欲减退、黄疸等。尽管症状可能不

明显，但丙肝对肝脏的损害是持续性的，长期

感染可能会导致肝硬化、肝癌等严重后果。此

外，丙肝还会增加其他疾病的风险，如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等。

丙肝的诊断  诊断丙肝需要进行一系列检

查，包括肝功能检查、丙肝病毒检测等。如果

发现感染了丙肝病毒，医生会根据病情制定相

应的治疗方案。同时，对于已经感染丙肝病毒

的患者，定期监测和随访也是非常重要的。

核酸检测在丙肝预防中的作用

核酸检测，也称为分子诊断，是近年来

在传染病防控领域发展迅速的一项技术。对于

丙肝而言，核酸检测可以检测到血液中的丙肝

病毒RNA，从而在感染早期就发现病毒。

核酸检测基于分子生物学原理，通过查

找病毒特有的 RNA 片段来检测病毒。这种方

法具有高灵敏度和高特异性，可以有效地检

测出丙肝病毒。在丙肝防控领域，核酸检测

主要用于确诊感染、评估治疗效果以及监测

病毒变异等。

对于高危人群，如吸毒者、同性恋者、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等，建议定期进行丙肝核酸

检测。此外，接受过输血或血液制品治疗的人

群也应进行筛查。对于普通人群，虽然没有感

染的高危因素，但进行定期健康检查时也可以

考虑进行丙肝核酸检测。

核酸检测结果可能会显示为阳性或阴性。

如果结果为阳性，意味着感染了丙肝病毒。如

果结果为阴性，则表示没有感染或病毒已经清

除。需要注意的是，核酸检测结果受到多种因

素影响，如采样时间、采样方法等，因此解读

结果时需要结合具体情况。

预防丙肝的措施和建议

减少高危行为  避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

牙刷等个人卫生用品，减少感染的风险。此外，

正确使用安全套、避免非保护性性行为等也是

预防性传播感染的重要措施。

提升自我保护意识  注意个人卫生，勤洗

手、洗脸、刷牙等。此外，选择正规渠道购买

血液制品和医疗器材，避免使用非法渠道或未

经检测的血液制品。

接受疫苗接种  目前尚无针对丙肝的疫

苗，但对于高危人群可以考虑接种乙肝疫苗，

以降低感染风险。同时，对于已经感染的患者，

接受规范化的抗病毒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积极治疗可以有效控制病情发展，减少

并发症的发生。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治疗必须

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以保证安全和有效

性。并且患者在治疗期间应遵医嘱按时服药

并定期进行肝功能等相关检查以保证治疗效

果的控制。

丙肝是一种严重的病毒性肝炎，对个人

健康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通过了解丙肝的

基础知识、采取正确的预防措施以及进行定

期检测，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保障个人

健康。核酸检测作为一项先进的检测技术，

在丙肝防控领域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呼吁大

家积极参与到预防丙肝的行动中来，保护自

己和他人的健康。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才能有效控制丙肝的传播和危害，实现

防患未然的健康目标。

冬季是甲流的高发季节，它作为一种

常见的呼吸道疾病，传播速度特别快，症状

也比较严重，因此给人的健康和日常生活带

来了很多不利影响。那么，甲流有哪些典型

症状？甲流的传播途径有哪些？在生活中，

我们应该如何预防甲流？

甲流的典型症状

甲流具有一定的潜伏期，一般情况下

在一周以内，多数人在一到三天之间，其典

型症状如下。

甲流起病急  患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也

没有特异性。主要就是咳嗽、发烧。除此之

外，有些患者还有咽痛、流涕、全身肌肉酸

痛等症状。

甲流患症状轻  只有轻微的上呼吸道症

状，没有发烧情况。还有少数甲流患者，体

温会上升到 39℃，甚至持续几天不退烧，

会出现呼吸急促、心率加快等症状。

对于新生儿和婴幼儿来说，甲流的症

状一般情况下不会太明显，表现出来就是低

热、喂养困难、嗜睡等。但是宝爸宝妈们不

能大意，需要细心观察。

甲流的传播途径

甲流的传染性比较强，一般情况下，

已被感染患者和隐性感染者是主要的传染

源，从潜伏期末到发病的急性期都具有一定

的传染性，具体传播途径如下 ;

接触传播  这是指健康的人和已经感染

了甲流的人在直接或者间接接触时，病毒就

会通过口腔、鼻腔、眼睛等黏膜进入健康人

体内。这种传播途径可通过握手、亲吻、共

用物品等途径进行。

呼吸道传播  当已经感染甲流的患者在咳

嗽或者打喷嚏的时候，病毒会随着空气中的

飞沫进入健康人的呼吸道中，从而被感染甲

流。尤其是在近距离的时候，很容易被传染。

气溶胶传播  在通风不到位的环境和人

群比较密集的地方，感染甲流的患者呼出飞

沫中的病毒会通过空气中的气溶胶形式传播

给他人。这种传播方式，在密闭的环境中比

较容易发生，比如教室、办公室等。

甲流的预防

既然甲流的传染性这么强，感染率这

么高，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预防它

传播呢？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措施。

增强体质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进行

适当的运动，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

比如，慢跑、爬山、游泳、打太极、打篮球

等，并长期坚持运动。此外，还要保持健康

的饮食习惯，保持饮食清淡，按时进餐，注

重营养均衡。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补

充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等，提高自

身免疫力、抗病毒能力，增强体质。

注意卫生  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养成良

好的卫生习惯，做到勤洗手、洗澡，做好自身

的清洁工作。与此同时，还要避免自己的个人

用品被别人乱用，从根本上降低被感染的可能。

做好防护  在甲流的高发季节，尽量避

免去一些人群聚集的地方。但如果需要经常

出入，一定要佩戴好口罩，做到勤洗手，勤

消毒，以此降低被感染甲流的风险。

接种疫苗  在甲流高发时期到来前接种

流感疫苗。尤其是一些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

比如小孩、老年人等，及时接种疫苗，能有

效预防感染甲流。

居家休息  如果发现出现甲流症状，比如，

咳嗽、发烧等。需要居家休息，不建议带病上

班、上课，避免传染给其他人员。如果症状比

较严重，需要及时就医进行专业的规范治疗。

甲流不可怕，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需

要适当运动增强自身体质，远离人群密集的

地方，降低甲流感染概率。如果不幸中招，

症状严重者，一定及时就医进行规范治疗，

患者在甲流期间还要多喝水，加快新陈代谢，

以便早日恢复健康。

了解丙肝，解读核酸检测：防患未然的健康之选
▲ 福建省宁德市中心血站    徐冬峰

甲流的主要传播途径与预防
▲ 山东省淄博一四八医院  樊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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