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秋季预防传染病教育活动总结 预
防秋季传染病活动总结(通用5篇)

总结是对某种工作实施结果的总鉴定和总结论，是对以往工
作实践的一种理性认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
总结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后的总结范文，欢迎阅读
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秋季预防传染病教育活动总结篇一

各种传染性疾病容易诱发机体不能保持新陈代谢的平衡和稳
定。今天的班会课上，我班主任老师对我们全班同学进行了
相关预防知识的安全教育，我感到受益匪浅，心得如下：这
些传染病的主要传染途径是病原体通过呼吸道的排泄物(飞沫
等)传播的。我们小学生在户外活动减少，多集中在教室内，
这更增加了传染机会。但是我们如果做到以下几点，就可提
高传染病的预防能力：

1.坚持晨练制度，发现病例，及时隔离，环境消毒，疫情上
报，教室每天保证及时通风换气，保持空气清新。

2.加强体育锻炼，增强抗病能力。多到户外活动，适时增减
衣服。

3.养成良好的健康行为，平时多喝开水，多吃新鲜蔬菜和水
果，把住“病从口入”关。

4.尽量减少到空气不流通的场所集会，特别是不要到网吧长
时间游戏。

秋季预防传染病教育活动总结篇二

进入秋季，气温变化比较大，秋季正处于夏季和冬季之间，



夏季和冬季的传染病都有可能在秋季发生，所以说秋季也是
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初秋时，气温较高，即“秋老虎”
天,一些肠道传染病和虫媒传染病高发，甚至可能爆发流行;
到了晚秋，气温逐渐下降，风大干燥，这时是一些呼吸道传
染病的高发时节。因此，秋季加强传染病的防治，对维护身
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一般秋季常见传染病可分为三大类：肠道传染病、呼吸道传
染病和虫媒传染病。

秋季常见的肠道传染病

秋季常见的肠道传染病有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轮状
病毒引起的感染性腹泻等。这类传染病经“粪——口”途径
传播，是“吃进去”的传染病，通常是由于细菌或病毒污染
了手、饮水餐具或食物等，未经过恰当的处理，吃进去后发
病。

1.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属于国际检疫
传染病之一，也是我国法定管理的甲类传染病。发病急，传
播快，可引起流行、爆发和大流行。夏秋季为流行季节。人
群普遍易感。常经水、食物生活接触和苍蝇等而传播。临床
特征为剧烈腹泻、呕吐、大量米泔样排泄物、水电解质紊乱
和周围循环衰竭，严重休克者可并发急性肾功能衰竭。

2.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经消化道传播的急性传染病。临
床特征为长程发热、全身中毒症状、相对缓脉、肝脾肿大、
玫瑰疹及白细胞减少等。主要并发症为肠出血、肠穿孔。本
病以夏秋季多发，人群普遍易感。主要通过水、食物、日常
接触、苍蝇和蟑螂传播。

4.甲型肝炎是由通过感染甲型肝炎病毒(hav)引起的急性肝脏
炎症，主要经粪——口途径传播，发病以儿童和青少年多见，
是我国常见的肠道传染病之一，在病毒性肝炎中发病率及感



染率最高。发烧、乏力、食欲减退、恶心、呕吐和皮肤发黄、
有的病人有腹胀或腹泻、尿呈褐色、大便色浅、检查肝脏有
肿大和触痛或叩痛的体征。

5.肠道病毒ev71感染性疾病肠道病毒ev71是人肠道病毒的一
种，简称为ev71，常引起儿童手足口病、病毒性咽峡炎，重症
患儿可出现为肺水肿、脑炎等，统称为肠道病毒ev71感染疾
病。三岁以下婴幼儿多发，成人也可感染。

秋季预防哪些高发病

过敏性鼻炎。秋季天气干燥,加之现在的空气污染严重,各种
过敏因素增加,会刺激到鼻粘膜,使得过敏性鼻炎的伐病率非
常高。

心理疾病:有心理学家统计,秋季由于气候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加之“悲秋”情绪的影响,秋季患抑郁症等精神方面的疾病的
比列会大幅提高。

急性肠胃炎:进入秋季,人体的消化功能,肠胃的抗病能力开始
下降,加之秋季是各种水果成熟的季节,如果不加节制乱食,就
容易引发肠胃方面的疾病。

感冒:秋季是流行感冒最为严重的季节,忽冷忽热不仅让人难
以适应,同时整个免疫系统也很脆弱,使感冒等呼吸系统的疾
病增加。

口腔溃疡:秋季是最容易上火,而上火之后口腔溃肠是最直接
的表现。也有产生鼻子冒火,喉咙痛,发烧等症状。

皮肤病:秋季也是各种皮肤病高发季节,多表现为皮肤瘙痒,红
肿,疼痛等症状,常见于大腿,小腿内侧。

秋季肠道传染病的防治措施



要讲究环境、食品卫生和个人卫生。以饮食卫生为重点，把好
“病从口入关”，做好“三管一灭”，加强自身防护：

1.提倡良好的个人和饮食卫生习惯。管好饮食不吃腐败变质
的食物;不喝生水、不吃生冷食物;不吃苍蝇叮爬过的食物;不
暴饮暴食;实行分餐制，养成餐前便后洗手的良好习惯;生食
瓜果蔬菜要洗涤消毒;杜绝生吃水产品。罐头食品出现鼓起，
色香味改变的情况，不可食用。不喝生水。

2.加强个人防护了解肠道传染病的相关知识。充足的睡眠和
丰富的营养可增强体力;保持良好的心情有助于预防夏季肠道
传染病。适当进食蒜、醋可预防胃肠道传染病。

3.感染肠道传染病应立即上医院就诊，不要胡乱用药，特别
是不能自行使用抗菌素进行不规范治疗。防止耐药性的产生，
某些肠道传染病抗生素的不当使用，甚至可导致生命危险。

秋季预防传染病教育活动总结篇三

今天下午第一节课是班会课，老师给我们看了健康大讲堂的
视频，播放的内容是“预防秋冬季传染病”。我们从中了解
到很多预防传染病的知识。

秋天已经过去，寒冷干燥的冬天就要到来。在这个冷热不均
的季节也是传染病的高发期。由于冬天天气干燥，室内外温
差较大，很容易诱发感冒、咳嗽、手足口病等传染性疾病。

如果小朋友们万一得了手足口病等疾病，身体的免疫力就会
下降。身体会越来越差，还会引起水泡、发烧等症状。如果
不及时就医的话，有时还会危及生命，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

为了预防这些常见的传染性疾病，我们要坚持多喝水、多吃
蔬菜和水果、要讲究个人卫生，尽量不要去人群密集的场所。
多运动，增强体质，这样才能预防和抵抗传染性疾病。



预防秋冬季节传染性疾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大家一
定要重视，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更好地去学习。

秋季预防传染病教育活动总结篇四

为了加强学校春季传染病的防控工作，提高我校预防和控制
传染病能力，减轻、消除传染病的危害，保障全校师生的身
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特制定应急
预案，贯彻执行“预防为先、分级控制、分层管理、及时处
置”的工作原则，力求务实、高效、科学、有序地预防和控
制传染病。建立健全学校传染病的防控长效机制，科学有效
的防范传染病在学校中流行，确保我校广大师生健康及安全，
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实施办法》，建立学校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处理机制，迅
速开展全校防控传染病紧急情况的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地降
低损失和影响，有效、切实维护师生生命安全和学校稳定。

二、目标任务

1、宣传和普及传染病防控知识，提高广大师生员工及学生家
长的自我保护意识。

2、完善传染病报告制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
治疗。

3、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机制，及时采取措施，确保传染
病不在本校蔓延。

4、加强环境卫生整治，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动员全校人



员集中整治环境卫生，消除发病诱因和隐患。

5、认真落实晨检、午检制度。每日进行晨检、午检，一旦发
现发热、咳嗽、咽痛等流感症状的学生，立即通知家长将孩
子送往医院诊治，及时对学生所在班级所用桌椅等物品进行
彻底消毒，发现疫情立即向镇卫生院、教管中心报告。

6、定期组织力量消除鼠害和蚊蝇等病媒昆虫及其它传播传染
病的或者患有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动物危害。

7、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公共设施，对污水、污物、粪便进行
无害化处理，改善饮用水卫生条件。

8、建立有计划的预防接种制度，每年新生入学进行传染病预
防接种。

三、组织领导

成立学校传染病防控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负责组织、指挥、
协调与落实学校对传染病的防控工作。

（一）防控领导小组：

组长：刘志斌

副组长：刘安华、王志海、薛殷莉

成员：各班班主任

（二）防控工作小组：

组长：办公室组长

副组长：班主任



成员及分工：

1、宣传与教育：班主任

2、消毒与检查：班主任

3、班级晨检：各班生活委员

4、联络与上报：王志海

（三）职责：

1、落实学校春季传染病防控工作预案，明确工作职责，责任
到人。

2、加强传染病报告制度，班主任要在早晨对来校的每个学生
进行观察、询问、检查，了解学生的健康情况。对有发热、
出疹、腹泻、流感症状的学生，要及时登记并上报，做到早
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秋季预防传染病教育活动总结篇五

防患于未然:

主要表现:发病急、高烧、畏寒怕冷、头痛、肌肉关节疼痛、
全身乏力、鼻塞、咽喉痛、干咳咳,少数患者可有恶心想吐、
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

2、一般感冒:具体表现为咽喉肿痛、鼻塞、流鼻水、流泪、
打喷涕、轻微发热、头痛和咽喉痛,极少出现症状,发高热、
全身酸痛,病发周期短。

3、水痘:水痘是由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
是由于水痘病毒感染引起。



4、手足口病:病人有轻微发烧,口腔内出现小水泡,有时还伴
有疼痛感,形成口腔浅部溃疡。发病1~2天,患者手足皮肤出现
小水泡(常见于病人手指、手臂及脚面的皮肤表面),但发痒并
不痛。

5、麻疹: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一种亚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其主要特征是发热、咳嗽、流鼻涕、眼贴膜血肿、口腔粘膜
疹和全身斑疹,传播迅速。麻疹按呼吸系统飞沫传播,病人是
唯一的传染病,患病后可获得长期的免疫。

6、甲肝:是由甲肝病毒引起的亚急性肠道传染病,主要以口方
式传播。发热、黄疸、困倦、厌食、恶心想吐、呕吐、腹泻
等是临床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