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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管理在传染病预防工作的应用 

王 鹏 

贵州省福泉市牛场中心卫生院  贵州福泉 

【摘要】目的 分析公共卫生管理用于传染病预防工作中的效果。方法 本次的研究时间定在 2021.1 月

至 2022.1 月，研究对象为周围社会居民 400 例，采用随机抽样的手段，将 400 例居民平均分成两组，一组

为对照组，其中的 200 例居民接受基础管理，另外一组为研究组，其中的 200 例居民接受公共卫生管理，

对两组居民分别管理下的管理满意度评分、传染病发生率以及居民传染病防控知识掌握情况进行比较。结

果 研究组的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传染病发生率研究组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居民传染病

防控知识掌握情况对比，研究组的各项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传染病预防工作中应用公共卫生管

理，会让传染病预防的效果显著提升，使周围居民掌握更多传染病预防知识，值得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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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in the preven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Paul Peng Wang 

Niuchang Central Health Center of Fuquan City, Guizhou Province, Fuquan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in the preven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Method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1, and 400 resid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ne group was the control group, 200 of whom received basic management, and 
the other group was the study group, 200 of whom received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The management 
satisfaction score, the incidenc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the knowledge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score of infectious disease incidence in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in the preven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ffec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prevention, so that the surrounding residents can master more knowledg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prevention, which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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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会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安全，对他们

的身心健康也造成不良影响，像是 乙肝、艾滋病等

传染性疾病，一旦被感染上，会对机体造成难以逆

转的伤害[1]。而随着社会环境以及公众生活环境的

改变，传染病的扩散程度加大，控制难度也随之提

升[2]。究其原因主要是公共卫生管理工作的不足有

关，传统的传染病管理方式相对单一，缺少规范性

以及创新性，导致部分管理措施难以执行，影响到

传染性预防的整体效果[3]。对此，应重视起公共卫

生管理工作的实施，将全民健康保障当作基准，结

合实际的疾病控制情况，调整优化管理措施，起到

良好的传染病预防效果[4]。故本次研究探索公共卫

生管理对传染病预防工作的作用影响，现把研究得

到的数据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医院接受调查的 400 例社区居民当作研究对

象，采用随机抽样分组的办法，将居民分成两组进

行管理，研究组接受公共卫生管理，其中有 200 例

居民，而对照组接受常规管理，其中有 200 例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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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中有 110 例男和 90 例女，年龄在 31-64 岁之

间，平均年龄为（47.96±5.42）岁，而研究组中有

111 例男和 89 例女，年龄在 30-65 岁之间，平均年

龄为（47.82±5.72）岁，经比较两组的一般资料得

知，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纳入标准：纳

入的居民为社区常住人口；一般资料完整；精神状

况佳。排除标准：本身存在传染性疾病的居民；沟

通障碍的居民；精神疾病患者。 
1.2 方法 
将常规管理方法用于对照组中，具体包括健康

宣教工作的展开，可采用一对一干预、举办健康讲

座或者是发送健康手册的方式，为居民们介绍传染

病对人身体健康造成的影响，让他们了解一些疾病

注意事项和预防传染病的相关知识。 
将公共卫生管理用于研究组中，具体包括以下

内容：①构建预防措施：在开展传染病预防工作时，

应当引导相关部门和居民重视起传染源的控制及隔

离，依照传染病的类型，制定出个性化、针对性的

预防措施。此外，对于一些已经患病的群体，要对

他们的病情、个人信息进行收集，展开有关的疫苗

接种工作，从源头上控制住传染性疾病。如果疫情

相对严重，此时要提升管理力度，综合传染病的特

征、传播状况，提高整体的预防力度。②知识宣教：

对于健康人员要注重传染性相关知识的讲述，将预

防注意事项告知给居民。最近几年，信息技术得到

了广泛运用，因此在健康宣教过程中，可通过多途

径完成传染病预防知识的宣传，可利用电视新闻、

微信、抖音、报纸等方式，对预防知识进行讲解。

在疾病知识宣传期间，要了解群众的需要，为他们

提供有效的预防措施的同时，也提高群众的自我管

理意识，使他们懂得传染病预防工作的重要价值。

③强化人才培养。如果想要规范公共卫生管理工作，

应当强化对疾控部门工作人员的培养，正确认知公

共卫生管理工作中的内容，让居民掌握更多的传染

病知识，使人员的而工作能力提高，提高居民对公

共管理工作的认可。④完善管理制度：在公共卫生

管理工作开展期间，要针对传染病预防的特点，不

断优化完善管理制度，明确各个人员的工作职责，

如果管辖区域内出现了预防管理的不良事件，要予

以一定的惩罚，并倡导大家使用科学化、规范化的

工作形式，最终提高公共管理效果，起到良好的传

染病预防作用。 
1.3 观察指标及效果评价标准 
观察两组居民的传染病防治知识掌握程度，其

中包括预防措施、传播途径以及临床表现。 
观察两组居民的管理满意度，分成非常满意、

满意以及不满意。 
观察两组的传染病事件发生率，随访时间定为

1 年，统计一年间各组居民的传染病事件发生率。 
1.4 统计和分析 
把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当作数据处理的主要

工具，分析处理资料，计数资料用％表示，计量资

料用（ ±s）表示，检验分别采用ꭓ2和 t 检验，有统

计学差异时，P＜0.05。 
2 结果 
2.1 居民传染病防控知识掌握情况 
表 1 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居民的传染病防控知识

掌握情况，得知研究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 
表 1 居民传染病防控知识掌握情况比较（ ±s） 

组别 例数 传播途径 临床表现 预防措施 

研究组 200 90.86±6.16 84.23±6.40 86.79±7.50 

对照组 200 72.02±4.83 64.35±5.19 68.92±5.35 

t  34.0374 34.1200 27.4319 

P  0.0000 0.0000 0.0000 

2.2 居民传染病事件发生率 
研究组中的 200 例居民，共出现了 7 例传染病

患者，占总人数的 3.5％，而对照组中的 200 例居民，

共出现了 30 例传染病患者，占总人数的 15％，经

比较得知ꭓ2值为 15.7546，P 值为 0.0000，研究组的

居民传染病事件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3 居民传染病管理满意度 
从结果来看，研究组中的居民，有 150 例居民

非常满意、48 例居民满意、2 例居民不满意，居民

传染病管理满意度为 99％，而对照组中的居民，有

130 例居民非常满意、34 例居民满意、不满意的居

民数量为 36 例，居民传染病管理满意度为 82％，

组间比较得知ꭓ2 值为 33.6144，P 值为 0.0000，P＜
0.05，研究组的居民传染病管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

照组，P＜0.05。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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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传染病具有传播速度快、涉及面广等特点，传

播的途径也较为丰富，包括母婴传播、空气传播、

皮肤接触、水源传播等等[5]。如果出现了传染病爆

发的现象，会直接对社会安全造成不良影响，直接

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而在开展传染病预防管理

工作时，会造成以下问题，直接降低了预防管理效

果[6]。首先，因为管理人员配置不充足，所以部分

人员在传染病预防知识掌握程度上不高，职业素养

有待提升。其次，管理人员未能明确划分职能，在

责任分工上不够精准、细节，后续管理阶段也容易

形成各种各样的问题[7]。此外，人员流动性较大，

群众们受教育的程度不一，如果公共卫生管理情况

不佳，难以取得理想的传染病预防效果[8]。在此背

景下，开展公共卫生管理工作，会提高卫生管理的

适宜性、整体性、针对性，通过多个角度展开传染

病预防工作，会稳定社会的发展，降低周围居民出

现传染病的风险，保障人员的健康[9-10]。 
根据研究结果表明，开展传染病预防工作之后，

相较于管理工作开展前，各个指标评分均有所提升，

但是研究组的评分提高情况更加显著。在研究组临

床表现、传播途径、预防措施等评分和对照组相比

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而研究组的传染病发生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管理满意度评分显著高于对照

组，以上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这也直接说

明了公共卫生管理工作的实施，可让工作人员的管

理水平显著提高，并让被管理者主动配合工作，形

成良好的人员关系，，在避免不良事件发生的基础

上，提高居民对传染病预防工作的满意程度。 
综上所述，在传染病预防工作开展期间采用公

共卫生管理，可降低传染病的发生概率，让管理人

员掌握更多的传染病预防知识，以此起到良好的预

防效果，值得运用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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