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防诺如病毒新闻稿(精选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
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预防诺如病毒新闻稿篇一

不同的传染病有不同的治疗方法，但基本的预防措施是相通
的，我们只要注意以下几点，就能有效地减少疾病的发生和
传播。

1、合理膳食，增加营养，要多饮水，摄入足够的维生素，宜
多食些富含优质蛋白、糖类及微量元素的食物，如瘦肉、禽
蛋、大枣、蜂蜜和新鲜蔬菜、水果等;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多
到郊外、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每天散步、慢跑、做操、打拳
等，使身体气血畅通，筋骨舒展，增强体质。

3、勤洗手，并用流动水彻底清洗干净，包括不用污浊的毛巾
擦手;

4、每天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尤其宿舍、电脑室、
教室等;

6、不食、不加工不清洁的食物，拒绝生吃各种海产品和肉食，
及吃带皮水果，不喝生水。不随便倒垃圾，不随便堆放垃圾，
垃圾要分类并统一销毁。

7、注意个人卫生，不随便吐痰，打喷嚏;

9、避免接触传染病人，尽量不到传染病流行疫区;

10、传染病人用过的物品及房间适当消毒，如日光下晾晒衣



被，房内门把手、桌面、地面用含氯消毒剂喷洒、擦拭。

春季传染病虽然种类繁多，但只要我们重视预防工作，做到
早发现、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就可以有效地阻断传染
病的流行与传播。

预防诺如病毒新闻稿篇二

春夏季是各类病毒、细菌容易滋生、繁殖，容易传染的季节。

1、如何注意食物中毒

2、注意流感的措施

食物中毒是指摄入了含有生物性、化学性有毒有害物质的食
品或者把有毒有害物质当作食品摄入后出现的急性亚急性疾
病。这是一类经常发生的疾病，会对人体健康和生命造成严
重损害。青少年正处于身体生长发育阶段，因此，预防食物
中毒，保证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首先了解一下食物中毒的种类。食物中毒主要分为细菌性食
物中毒、真菌毒素食物中毒、化学性食物中毒、植物性和动
物性食物中毒。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物中毒主要以细菌性食
物中毒多见。另外，菜豆中毒、豆浆中毒和因误食有毒有害
物质引起的中毒也时有发生。

那么怎样预防食物中毒呢？

针对儿童青少年的特点，应该主要做到以下几点：

1、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饭前便后要洗手。不良的个人卫生
习惯会把致病菌从人体带到食物上去。比如说，手上沾有致
病菌，再去拿食物，污染了的食物就会进入消化道，就会引
发细菌性食物中毒。



2、选择新鲜和安全的食品。购买食品时，要注意查看其感官
性状，是否有腐败变质。尤其是对小食品，不要只看其花花
绿绿的外表诱人，要查看其生产日期、保质期，是否有厂名、
厂址等标识。不能买过期食品和没有厂名厂址的产品。否则，
一旦出现问题无法追究。

3、食品在食用前要彻底清洁。尤其是生吃蔬菜瓜果要清洗干
净；需加热的食物要加热彻底。如菜豆和豆浆含有皂甙等毒
素，不彻底加热会引起中毒。

4、尽量不吃剩饭菜。如需食用，应彻底加热。剩饭菜，剩的
甜点心、牛奶等都是细菌的’良好培养基，不彻底加热会引
起细菌性食物中毒。

5、不吃霉变的粮食、甘蔗、花生米，其中的霉菌毒素会引起
中毒。

6、警惕误食有毒有害物质引起中毒。装有消毒剂、杀虫剂或
鼠药的容器用后一定要妥善处理，防止用来喝水或误用而引
起中毒。

7、不到没有卫生许可证的小摊贩处购买食物。

8、饮用符合卫生要求的饮用水。不喝生水或不洁净的水。

9、提倡体育锻炼，增强机体免疫力，抵御细菌的侵袭。

只要从以上几个方面入手，认真学习食品卫生知识，掌握一
些预防方法，提高自我卫生意识，就能最大限度减少食物中
毒的风险度，预防食物中毒，保证少年儿童的身体健康。

加强晨检工作，保证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如
发现学生出现发热等流感样症状，班主任、卫生委员要做好
登记和上报工作，并动员学生及时就诊，暂停上课，重者进



行隔离治疗，直到病愈。

注意教室、宿舍等公共场所的通风换气，每天通风不少于2小
时，保持空气新鲜、清洁；下课后，学生应到室外活动，呼
吸新鲜空气。

学生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注意勤洗手。研究结果表
明，感冒病毒在手上能存活70个小时。感冒患者在擤鼻涕、
挖鼻孔时会将病毒沾在手上，健康人若与患者握手或在公共
场所接触了患者触摸过的物品，手上就会带有感冒病毒。所
以勤洗手十分关键。

注意劳逸结合，每天保证至少有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以增加
抗病能力。经研究表明，人在睡眠时体内会产生一种有提高
免疫力作用的物质。因此感冒病人保证充足的睡眠十分重要。

在流感流行期间，应少到公共场所。尽量减少去人群密集的
地方，减少感染几率。与流感病人接触时，戴口罩。

根据气温变化增减衣物，合理均衡饮食提高人体免疫力。在
夏、秋季节要注意防寒保暖，尽量减少发生流感的诱因。冬
季尽管出汗较少，也要多饮水，多吃水果和蔬菜。高脂肪、
高蛋白、高糖饮食会降低人体免疫力，饮食过咸，会使唾液
分泌及口腔内的溶菌酶减少，并降低干扰素等抗病因子的分
泌，使感冒病毒易进入呼吸道黏膜而诱发感冒，故提倡清淡
饮食。勤换牙刷，人们每天都要使用牙刷，如果上面带有病
毒，则容易反复感染；另外，牙刷常处于潮湿状态，病原体
易滋生繁殖，对身体健康极为不利。注意脚部保暖，脚对温
度比较敏感，如果脚部受凉，会反射性地引起鼻黏膜血管收
缩，使人容易受感冒病毒侵扰；同时提倡冷水洗脸。

学生长时间坐在教室里，要增加室外的体育运动，改善学习
的紧张情绪，增强体质，增强抗病能力。



对发病学生所在的班级进行随时/终末消毒，流行期间要对教
室进行空气消毒（过氧乙酸、乳酸、紫外线、食醋等），食
醋熏蒸法对预防流感有良好效果，食醋用量5—10毫升/立方
米，加水稀释一倍，置火炉上温火加热到食醋蒸干，每日1次，
连用3天，可有效控制流感病毒的传播。教室每天坚持采用湿
式打扫，疾病流行期间坚持对地面进行消毒。

金刚烷胺类药物目前公认对甲型流感有预防效果，其作用机
制是抑制病毒进入上呼吸道上皮细胞，但由于这些抗病毒药
物均有一定的副作用，因此不易推广应用。亦可用中药贯众、
板蓝根、藿香、生甘草各9g煎服，每日一剂，连用三日。

预防诺如病毒新闻稿篇三

1、注意气候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

2、保持室内空气清新。虽然天气比较冷，但在每天上课前、
课间，应该要打开门窗通风，保持空气流畅。

3、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充足的睡眠、营养均衡的饮食都有
助于调节我们身体的各种机能，增强我们的抗病能力。

4、进行合理的体育锻炼。适当的户外运动，提高抵抗力。

5、加强个人卫生和个人防护。勤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用纸
巾掩住口鼻，与呼吸道传染病患者接触时佩戴口罩，这些都
是保护自己不受疾病侵害的有效手段。

6、尽量少去人员密集、通风不良的场所。

7、早发现、早治疗。一旦出现咳嗽、咽痛、流涕等呼吸道症
状应及时就诊，明确诊断，科学用药。

最后祝老师们、同学们健健康康度过每一天！



预防诺如病毒新闻稿篇四

引导语：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是由诺如病毒属病毒引起的腹
泻，具有发病急、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等特点，是引起
非细菌性腹泻暴发的主要病因。以下是百分网小编分享给大
家的预防诺如病毒安全常识，欢迎阅读!

病毒性腹泻的主要传播途径为“粪-口”传播，传染源多为轻
型病人或无症状携带者，故主要预防措施是做好食品和饮水
工作，加强病人、密切接触者及其直接接触环境的管理等工
作，积极切断疾病的'传染途径。

已经发病的学生要隔离治疗，暂停上课，应该在家休息，直
到症状消失3天后才回校，以免将疾病传染给同学。对病人、
疑似病人的吐泻物和污染过的物品、厕所等进行消毒。

不吃生冷食品和未煮熟煮透的食物，尤其是禁止生食贝类等
水产品;对一些放置时间较久的冷菜最好少吃或不吃，饮用水
煮开才喝，不要喝生水。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特别要加强对饮
食行业(包括餐厅、个体饮食店、学校周边饮食摊档等)、农
贸集市、集体食堂等的卫生管理。食物加工者要严格注意个
人卫生，一旦发病立即调离工作岗位。

避免进食未经彻底煮熟的食物。在超过摄氏80℃ 高温环境
达30秒，诺如病毒便会死亡。因此，注意彻底煮熟食物，尤
其是海产和贝壳类食物，便可预防。

加强以预防肠道传染病为重点的宣传教育，提倡喝开水，不



吃生的半生的食物，尤其是禁止生食贝类等水产品，生吃瓜
果要洗净，饭前便后要洗手、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1)锻炼身体，提高机体抵抗力。

(2)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防止病毒病原体的感染。

(3)不吃生冷食品和未煮熟煮透的食物，减少到校外的餐厅就
餐，特别是无牌无证的街边小店。

(4)流行季节，少去人多的公共场所，杜绝传染渠道，减少感
染机会。

(5)家中有腹泻病人时，应积极治疗病人，并适当地隔离。

(6)一有情况，立刻就诊，并报告所在单位、社区。

预防诺如病毒新闻稿篇五

屑一经细菌作用会发酵产酸，腐蚀牙齿，既成龋齿。 龋齿初
期，无自觉症状，继而遇冷、热、酸、甜等刺激感到酸痛，
龋齿如再发展，细菌还会跑到牙根外引起脸部肿胀，化脓，
甚至体温升高，全身不适，残存的牙龈经常发炎。心脏、肾
脏、眼睛等受损，因此要从幼儿开始预防，减少龋齿的发生。

• 锻炼身体加强户外活动，注意营养，增强体质。

• 早晚刷牙，饭后漱口，采用含牙膏刷牙。

• 睡前不吃糖果、饼干。

• 保证充足的睡眠，增强机体抗病能力。



• 发现龋齿及时进行治疗。

• 在饮食中适当选择一些粗造的、富有纤维的食物，使牙面
能获得较好的摩擦功效，促进牙面清洁，从而构成抗龋的良
好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