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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对传染病监测管理实施前、后的对比,探讨分析了传染病预防控制的监测管理。方

法：选取某医院预防保健科在2016年01月到2021年12月收集的数据资料为研究对象,其中以某医院没有

实施传染病监测管理(监测管理前)的2016年01月到2018年12月这三年收集的数据资料为参考；并收集某

医院开展传染病监测管理(监测管理后)的2019年01月到2021年12月的相关数据资料；对开展监测管理前

后的传染病预防控制数据资料进行对比分析。结果；传染病实施监测管理(监测管理后)的报告率明显比

没有实施传染病监测管理(监测管理前)的要高,P＜0.05。结论：传染病预防控制过程中,监测管理发挥着

关键作用,其能够及时准确发现传染病的扩散进程,从而为有关单位的预防控制决策,以及针对性的运用

相关策略,为解决传染病的扩散等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而且能够在预防控制传染病扩散的基础上,保证

公共卫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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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and analyze the monitoring manage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y comparing the monitoring manage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before and after implementation. 

Methods: The data collected by the Prevention and Health Care Department of a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8 in a hospital that did not implement infectious disease monitoring management (before monitoring 

management) were taken as reference; Collect relevant data from January 2019 to December 2021 for infectious 

diseas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after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conducted by a hospital; The data of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 The reporting rate of infectious diseas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after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ose without (befor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P < 0.05. Conclusion: In the process of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onitoring 

management plays a key role. It can timely and accurately discover the spread proces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so as 

to provide reliable reference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ecisions of relevant units, as well as the 

targeted application of relevant strategies to solve the spread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t can also ensure public health 

safety on the basis of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spread of infectious diseases. 

[Key words] infectious diseases; monitoring management; implementa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ode; 

spread 

 

现阶段传染病是威胁社会大众生命健康的主要疾病类型之

一,因此国家相关单位对其非常重视,尤其是近几年的新冠疫情,

得到全社会的公共关注。随着时代的持续进步发展,世界各国针

对传染病已经采取了有效的解决措施,更是从根本上为其监测

质量提升,提供了更加全面地支撑与引导。由于传染病的类型较

多,威胁程度相对也比较大,这就需要从多个不同的层面展开对

其分析,从而确保人们安居乐业。 

监测管理其预防控制传染病的重要手段,其通过长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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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收集以及分析动态分布等手段,及时反馈传染病的有

关信息,提前制定出传染病预防控制策略,以降低传染病的扩

散。现阶段我国大范围内构建传染病监测体系,且证实其在传染

病的预防控制过程中体现了重要价值,其不仅能够实现对各类

传染病疫情开展实时的监控与跟踪,以确保疫情实际监测数据

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而且可以保障传染病预防控制成效。因此为

了展现监测管理在传染病的价值,文章就传染病预防控制的监

测管理进行了探讨分析,并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某医院预防保健科在2016年01月到2021年12月收集的

数据资料为研究对象,其中以某医院没有实施传染病监测管理

(监测管理前)的2016年01月到2018年12月这三年收集的数据资

料为参考；并收集某医院开展传染病监测管理(监测管理后)的

2019年01月到2021年12月的相关数据资料；对开展监测管理前

后的传染病预防控制数据资料进行对比分析。 

1.2方法 

传染病的类型有很多(比如肺结核、流感等),本次研究采用

特定的方式、途径,对某医院内的各类传染病进行监测,以此控

制传染病的发生与发展。再以常规或者是特殊形式,进行全方位

的数据信息调查、收集、考核以及评价,依据评价结果制定出针

对性的传染病预防控制策略。严格使用监测报表、患者登记卡,

并依据现实情况进行详细记录、核对,每年对相关数据进行汇总

分析,并于规定时间,将总结数据上报到相关部门。同时还需要

对患者的转诊、管理等情况进行监测,并依据需求进行专项调查,

分析患者实际的诊疗过程。调查院内医务人员对传染病相关知

识的认知度与态度,要求医护人员主动与患者交流,依据患者的

生理、心理等情况,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治疗措施,从根本上强

化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效果。 

1.3观察指标 

1.3.1统计传染病监测工作前后的传染病报告数量,以逐

年对比的方式明确传染病监测是否能够提升传染病的预防控

制效果。 

1.3.2统计不同时间段的传染病发生类型与数量,主要包括

肺结核、流感、手足口病等。 

1.4统计学方法 

研究数据均纳入至SPSS22.0统计软件中处理,以“[例(%)]”

代表计数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以“χ2”检验数据差异；以“()”

代表计量数据,以“t”检验数据差异,P＜0.05,代表有意义。 

2 结果 

2.1比较传染病监测实施前后的报告数量 

其中2016-2018年开展传染病监测前,某医院传染病总报告

数量为3359例,其中2016年、2017年、2018年传染病报告数量分

别为953例、997例、1409例； 

而2019年-2021年开展传染病监测后,传染病总报告数量为

3492例,其中2019年、2020年、2021年传染病报告数量分别为

1209例、986例、1297例；开展传染病监测后的传染病总报告率

明显提升,P＜0.05。 

表1  传染病监测前后管理的报告数量(例/%) 

组别 总例数 2016 2017 2018

传染病监测管理前

(2016年-2018年
3359 953(28.37) 997(29.68) 1409(41.95)

2019 2020 2021

传染病监测管理前

(2016年-2018年
3492 1209(34.62) 986(28.24) 1297(37.14)

 

2.2比较传染病监测前后不同传染病类型的报告率 

从2016年-2018年的传染病报告中可以看出,3359例传染病

报告中,手足口病840例(25.01%),肺结核623例(18.54%),梅毒

596例(17.74%),肝炎356例(10.59%),HIV201例(5.98%),感染性

腹泻37例(5.53%),流感3例(0.09%),其他传染病共703例

(20.93%)。 

从2019年-2021年的传染病报告中可以看出,3492例传染病

报告中,手足口病366例(10.48%),肺结核1154例(33.05%),梅毒

801例(22.94%),肝炎345例(9.88%),HIV171例(4.89%),感染性

腹泻52例(1.49%),流感297例(8.51%),其他传染病共306例

(8.76%)；对比结果可知,2019年-2021年,肺结核、梅毒、流感

以及感染性腹泻报告率高于2016-2018年,而手足口病、艾滋病

以及其他传染病报告率则有所下降,P＜0.05。 

3 讨论 

监测管理目前已经成为预防控制传染病的关键手段之一,

其一般通过对环境的调查、人群血清学检验、流行病学调查、

临床症状分析等多项数据资料进行整合分析,从而预测传染病

的发生、发展及流行的规律等,以便及时制定出针对性的预防控

制方案,避免更多人群感染疾病。传染病的监测和报告主要借助

于技术手段实现持续的更新和完善,以此把握传染病实时的发

展与分布情况,从而采用针对性的控制对策,主要目的是避免传

染病在全社会内的广泛流行,保护人民健康与生命安全,让社会

可以稳定的发展。 

传染病监测管理是通过对特定环境范围、群体展开流行病

学、病学学、临床症状表现及其他影响群体健康因素的调研,

科学预测相关传染病的发生、进展及流行规律,在此基础上运用

必要的防控方法。规范的开展传染病监测工作对疾病的传入、

传出能起到良好的防控作用,进而实现保护人们躯体健康的目

的。新时期下,我国持续完善优化疾控体系,建立健全传染病监

测和报告制度,通过持续提升及更新监测技术方法,更精准的把

控疾病的动态分布规律,编制针对性、实用性更强的防控策略,

在数十年的努力奋斗中有效保护国民健康,为社会稳定发展保

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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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传染病预防控制面临的主要挑战 

(1)预防难度、影响范围大。传染病暴发时,假如想要及时

地预防或者治理,在很大的场面上都存在一定的难度,这也是现

阶段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质量提升最基础的存在。由于传染病

病原体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相对较强,这也就在很大的层面

上使得其自身结构会发生非常明显地变化,现代化信息技术也

就很难能够对其病原体结构有一个更加详细的掌握与了解,使

得传染疾病的预防难度较大。而传染病监测能够很好的将传染

病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更能够减少这些疾病对社会发展带来的

不利影响。但是,由于这类疾病有着极强的反复性与复杂的治理

方式,对于我们生活环境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甚至已经对社

会的长久与稳定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制约。(2)传染源阻断困难。

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有着比较大的难度,主要

也是因为传染病病原的结构相对复杂,在进入人体后更是会发

生一系列的变化,传染病监测机构也不能够及时地将传染源进行

有效的控制。也正是在现阶段时代飞速发展的大环境背景当中,

人口的密度以及人流量都呈现出了空前的发展局面,这也在很大

的层面上为传染病病原体的传播提供了有效的发展空间,更是

使得传染的范围有所扩大,严重的甚至会波及全国。这也就在很

大的层面上说明了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3.2传染病预防控制的监测管理分析 

3.2.1合理选取监测方案。传染病监测管理时,有效控制病

症能够很好的为相关资料信息,以及病症调查等工作的顺利推

进奠定完善的基础条件。在具体的病症数据信息研究与分析当

中,相关的工作人员也应该时刻保证病症监测工作的精准与有

效性,这样也能够极大层面上的为我国传染病数量的减少提供

有效的帮助。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强对数据信息的实施掌握,为

我国的传染病监测工作效能与质量提升奠定完善的基础条件。 

3.2.2流感监测管理。传染病监测管理时,对于流感的关注

与重视是非常基础与关键的,这在很大的层面上也与病毒的分

布、变异的情况以及人体内的免疫系统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

所以,传染病监测系统如果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传染病的实

际情况,就应该充分地了解到其内部结构,以及动态化的流通方

式,这对于最后病毒流行趋势,以及有效的控制带来了非常全面

且直接地帮助与引导作用。由于流感病毒对于外界环境的适应

能力相對较强,这也就使得其自身发生变异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经常会以一种惊人的演变速度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健康安全。世

界传染病监测机构也应该积极地加强对周边环境的实施管理,

时刻关注病毒的形态,这样也就能够研究出更加良好的抗病毒

疫苗,为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安全提供更有利的支撑与帮助。通

常情况下,需要时刻加强对流感哨点、医院等位置的监测,保证

公共卫生安全。 

3.2.3结核病监测管理。结核病监测管理与流感存在很大的

差异,大多数都是通过某种特定方式或者条件进行监测的。在这

一过程中,传染病监测对于传染病的控制也经常会以多种不同

的类型展现出来,这样也能够很好的保证结核病防治工作能够

得到有效的落实,真正意义上的为现代化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安全提供更加全面地基础保障。由于结核病的监测与防治存在

一定的复杂性,这也就需要工作人员具备更加专业的综合素质

能力,也能够更为详细地掌握患者的实际身体状况,真正意义上

的保证我国人民群众身体素质能力的全面提升。如果想要彻底

根治这一病症,就需要结核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积极配合,保

证疫苗接种数量的合理性。由于结核病监测工作是比较基础与

关键的存在,更是需要工作人员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入手工作。通

过专业的患者登记卡进行数据信息的监测,这样也能够在第一

时间了解到结核病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而对其采取更为有针对

性的治理与解决措施,保证传染病监测工作效率的全面提升。除

此之外,还应该将患者的实际信息上传到国家疾病预防系统当

中,这样也能够很好的为结核病的治理,以及减少人群患病的可

能性带来有效的帮助。 

通过上述研究说明,开展监测管理后的传染病总报告率显

著高于开展前,P＜0.05,但2019-2021年的手足口病、艾滋病以

及其他传染病报告率则有所下降,表明传染病监测工作在很多

传染病的传播中均起到有效的预防控制作用,主要原因是监测

工作使得相关部门可以更及时的掌握传染病的疫情和发展趋势,

从而为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工作提供数据支撑,以避免传染病

的大范围传播。 

综上所述,监测管理是做好传染病预防控制成效的重要手

段之一,能够降低传染病的扩散风险以及确保公共卫生安全,临

床应用价值较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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