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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特点与预防控制措施分析 

胡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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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呼吸道传染病比较常见，经呼吸道可以传播的疾病统称为呼吸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染源可

以是病毒、细菌等各种病原体。近年来，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渐突出，患有呼吸道传染病的人数呈逐渐上升的

趋势，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带来严重的影响，若得不到有效控制，还会对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破坏性的

影响。临床上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特点与预防控制措施已成为疾病防控工作研究的重点，但是呼吸道传染病的发

病率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因此，探究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特点与预防控制措施就特别的关键。本次研究根据

呼吸道疾病临床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以及疾病传播的特点进行分析，通过讨论提出科学的、有针对性的预防控制

措施，提高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水平，以此来控制呼吸道疾病传播和发病的概率，改善呼吸道传染病患者的预后，

从而提升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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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are common. Diseases that can be transmitted through the respiratory 
tract are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as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infectious sources of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can be viruses, bacteria and other pathogen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number of people suffering from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is on the rise, which has a serious impact on 
people'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If not effectively controlled, it will also have a devastating impact 
on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The transmiss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clinical upper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search, but the incidence rate of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controlled.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critical to explore the 
transmiss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Based on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respiratory diseas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ease transmission, this study proposes scientific and target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through discussion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so as to control the spread and incidence of respiratory diseases,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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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传染病是由多种病原性微生物侵入人体呼

吸道粘膜后引起的的传染性病变，对人体造成不同程

度的损害。呼吸道传染病传播途径广、传播速度快、

传染性强、治疗难度大。病原体既可以从空气中直接

通过呼吸进入被传染人的呼吸道，也可通过接触携带、

感染某种病原体的患者的唾液、飞沫侵入被传染人的

呼吸道，还可以是接触带有传染性病原体的物品或接

触患者的分泌物后通过自己的鼻、口、眼睛粘膜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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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从而引发感染性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

传播速度快，已成为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对患者的

身心健康及生命质量有严重影响，危害较大。近年来，

呼吸道传染病的类型在不断递增，不仅严重影响了广

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对于社会化的进步和国家经

济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经由呼吸道传染的传染病较

多，目前在全世界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也属于呼

吸道传染病，发病后需要及时隔离与治疗。呼吸道传

染病的临床特点有发热、咳嗽、呼吸急促、腹泻、呕

吐、低氧血症等[1]。当前人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复杂导

致呼吸道疾病的类型越来越多，对于呼吸道传染病的

控制和预防传播的工作也愈加困难巨，关于呼吸道传

染病传播的方向、特点、表现以及如何才能更好的控

制传播临床做出了更多的研究。本文进一步分析讨论

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特点及预防控制措施，具体内容

如下。 
1 呼吸道传染病的临床表现 
呼吸道传染病在临床上的发病症状主要是存在呼

吸道上的症状，常见的主要是咳嗽、咳痰、胸闷、呼

吸困难、腹泻、呕吐、低氧血症等症状，由于不同传

播途径引起的不同类型的呼吸道传染病在临床所表现

出来的症状有所差异，症状轻重程度不一。如流感，

起病急，有发热、咳嗽、头痛、鼻塞、流鼻涕、咽喉

痛、乏力等表现[2-3]；而麻疹临床症状却是发热、眼结

膜充血、皮肤斑丘疹等[4]；水痘所表现出来的临床症状

有斑疹、丘疹、疱疹、发热等；流脑所表现出来的临

床症状有有高热、头痛、呕吐等症状[5]；肺结核所表现

出来的临床症状有有咳嗽、发热、咳痰、乏力、消瘦、

食欲下降等症状，感染呼吸道传染病时因病原体、感

染的身体部位以及感染后的发病程度不同，临床表现

亦有不同，治疗时，首先要明确是哪种类型的传染病，

然后给予针对性的治疗。呼吸道传染病主要是由于呼

吸道上被感染细菌或者病毒所引起的，建议平时饮食

不要吃葱姜蒜等辛辣刺激性食物，戒烟酒。 
2 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特点 
2.1 感染源 
呼吸道传染病的病原体有多种类型，主要有病毒、

细菌、支原体等，上呼吸道感染主要由病毒引起，下

呼吸道感染的主要原因便是因为病毒和细菌感染，病

毒和细菌感染可通过人传人、动物传人、隐性感染者、

病原携带者间传播，传染源广泛。经呼吸道传播的病

毒主要包括流行性感冒、麻疹、腮腺炎等病毒，这类

病毒的传染方式是通过飞沫传播，传染性强，有多种

呼吸道症状，易发生继发性细菌感染，需要抗病毒药

物治疗。经呼吸道传播的细菌包括肺炎链球菌、流感

嗜血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大肠

杆菌、肠杆菌属等，根据痰培养结果，合理选择抗生

素治疗。支原体经呼吸道飞沫传播可引起呼吸道感染，

是常见的呼吸道感染病原体之一，儿童及青少年是易

感染群体，主要以反复干咳为主，少数免疫力低下者

还可引起重症肺炎，常采用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四

环素类药物进行治疗。 
2.2 传播途径 
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途径有特别多，主要有以下

几种形式： 
（1）微生物传播 
空气中存在着各种微生物，当患者自身免疫力比

较低下时，病原体通过空气侵入体内，诱发呼吸道传

染病。 
（2）人体直接传播 
呼吸道传染病的基本传播途径便是人体传播[6]。如

果有一人患上呼吸道传染病，这个人的呼吸道或者其

他方面就会释放大量的病原体，当与他人交流交往后，

接触的人就很有可能会患上呼吸道传染病。 
（3）间接传播 
在呼吸道传染病患者的分泌物、排泄物中存在着

大量病原体，当这些病原体依附于其他生活用品、公

共物品上，易感人群接触这些物品后就会被感染。病

原体弥散于空气中，也会增加发病几率[7-8]。 
2.3 易感性 
机体免疫能力低下人群更易感染呼吸道传染病，

比如儿童因身体发育还不完全，抵抗力较差，呼吸道

防御能力弱，易受感染。老年人机体器官功能老化导

致抵抗力下降，呼吸系统防御功能降低，病原体容易

侵入引发感染[9]。 
2.4 流行特征 
呼吸道传染病一般都具有地方性、季节性以及周

期性的特点，好发于冬季、春季及交替时节，此时间

段人体容易对气候环境的变化产生不适，机体免疫能

力会随之降低，敏感性更强，当呼吸道传染病在冬季、

春季以及交替时节到处进行扩散时，易感人群就很有

可能会感染上呼吸道传染病。地域性，潮湿、气候温

暖的地域气候更加适合细菌、病毒等的生长繁殖，寒

冷干燥地区人体免疫力会下降，在不同环境、不同地

理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下，呼吸道传染病对应的传染发

病率也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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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呼吸道传染病的预防 
3.1 环境卫生。严格管理室内的环境卫生，环境干

净整洁，并定时对室内进行消毒和打扫，避免病原体

的滋生以及生长繁育，开窗通风，做好空气流通换气，

创造一个干净、舒适的居住环境。 
3.2 良好的生活作息。勤洗手、洗澡，勤换衣物，

卫生习惯要保持良好的习惯，避免熬夜，劳逸结合，

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坚持稳定的作息时间，营养饮

食均衡，提高自身免疫力。春冬及交替季节，根据天

气变化做好保暖措施[10]。 
3.3 加强体育锻炼。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应该养成坚

持运动的好习惯，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和身体素质才能

更好的预防感染上呼吸道传染病。 
3.4 预防接种。易感人群可在冬季、春季及交替时

节提前进行疫苗的接种，做好提前预防保护措施，可

以有效降低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率。 
3.5 传染源隔离控制。发生呼吸道传染病后，要及

时对患者采取隔离措施，减少与人群接触，控制病情

扩散，缩小传染范围。 
3.6 加强健康教育。呼吸道传染病的发生传播与卫

生知识的掌握有一定关系，积极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对

广大群众进行健康宣教，加强卫生知识宣传教育，内

容包括传播途径、发病原因、预防措施及注意事项等。

提高人们对于疾病防控的重视，以及提高人们对于呼

吸道传染病的认识和认知[11-12]。 
4 呼吸道传染病的控制措施 
4.1 隔离。呼吸道传染扩散最主要的传染源便是呼

吸道传染患者，一旦确诊呼吸道传染病，必须立即进

行隔离治疗，避免与外界接触，控制进一步传播。 
4.2 追踪接触源。患有呼吸道传染病的患者在明确

确诊以前可能会有接触到其他一些人或者去过别的地

方，此时会有部分人群并不知道这个人已经感染上了

呼吸道传染病所以便和患者有过接触，这些被传染者

接触过的人群身上也会有携带者病原体，因此对于这

部分人也应该严格进行追踪，把控好传播的概率和范

围，对于追踪的接触者要进行观察和检测，及时发现

确诊者，做好防控工作。 
4.3 治疗确诊患者。对以及确诊的呼吸道传染病患

者应该给予有效的治疗措施进行治疗。 
4.4 保护易感人群。易感人群包括老年人、婴幼儿、

儿童等免疫力低下人群，在传染病疫情暴发后，通过

应急性接种或者预防性、敏感性的药物治疗来为易感

人群进行保护。 

4.5 加强环境处理。呼吸道传染病的病原体比较喜

欢脏乱差的环境中繁殖呼，因此，保证自身整洁卫生

及周边环境干净卫生非常重要[13]。做好各场所的通风

换气，定期进行清扫、消毒、杀菌，减少病原体的滋

生，降低传播率及发病率[14]。 
5 结语 
呼吸道传染病可呈现暴发性流行及传播，人口密

集、人群集中这几个条件是呼吸道传染病爆发流行的

主要条件[15]。比较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有麻疹、腮腺

炎、水痘、流行性感冒及病毒性肺炎等，给人们的身

心健康、生活质量以及社会公共卫生安全带来非常严

重的影响。做好呼吸道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工作，是

目前全社会的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制定并实施呼吸

道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策略，可有效避免或减少呼吸

道传染病的传播与发生。综上所述，根据不同呼吸道

传染病的类型，了解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特点，制定

有效的预防控制措施，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可

有效减少呼吸道传染病的发生与传播，保障人们的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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