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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伤寒、副伤寒防治手册(第2版)》主要内容简介：伤寒、副伤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规定管理的乙类传染病，其传染性强，病程长，疾病负担较重。我国伤寒、副伤寒的发病已经得到一
定程度控制，但1990年以后，部分省份发病例数仍居高不下，暴发疫情时有发生。近5年，一些地区副
伤寒流行加重，病原流行谱发生变化，出现耐药菌株，流行因素尚不完全明确，从而又增加了防治工
作的难度。为进一步加强对我国伤寒、副伤寒防制工作的技术指导，提高防制水平，卫生部疾病预防
控制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专家对1990年出版的《伤寒、副伤寒防治手册》（第一版）进行
了修订。此次修订后的手册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手册内容确保与国家、卫生部有关疾病预防控
制工作近期颁布的法律、法规、工作规范和技术文件等相一致；第二，体现了预防为主的方针，增加
了预防控制措施篇章的编写；第三，虽然读者对象主要为基层医疗、卫生、保健专业技术人员和业务
管理人员，但同时又兼顾省级疾控中心技术人员的业务需求，对部分技术内容进行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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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概述第一章 流行病学第一节 流行环节一、传染源二、传播途径三、人群易感性第二节 流行特征一、
地区分布二、季节分布三、人群分布四、流行形式第三节 影响流行的因素一、生物因素二、自然因素
三、社会因素第二章 预防控制第一节 组织管理一、明确职责分工(一)卫生行政部门(二)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三)卫生监督机构(四)医疗保健机构二、监督检查第二节 技术措施一、常规预防措施(一)监测(二)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三)饮用水的卫生管理(四)食品卫生管理(五)粪便的无害化处理和污水污物的处
理(六)流动人口的卫生管理(七)学校、托幼机构及特殊人群的卫生管理(八)预防接种二、疫情控制措
施(一)散发疫情的调查处置(二)暴发疫情控制措施(三)灾区疫情的预防控制第三章 病原学和实验诊断
第一节 病原学一、形态与染色二、培养特性三、生化特性四、抗原构造(一)茵体抗原(O抗原)(二)鞭毛
抗原(H抗原)(三)表面抗原(K抗原)五、基因组结构六、变异(一)耐药性变异(二)抗原变异(三)L型变异
七、抵抗力八、致病性⋯⋯第四章 临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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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及早发现伤寒、副伤寒患者、疑似患者，早期隔离，早期治疗。（3）对疫点、
疫区进行严格消毒。（4）重点抓好水源保护和饮水消毒保障饮水卫生是灾区预防控制肠道传染病的
关键措施。要着重做好饮用水消毒，提倡群众喝开水，在没有条件的地方要推行漂白粉及漂白粉精片
等消毒小容器的饮水消毒法。要划定临时饮水水源区域，并作好水源保护工作。洪水退后灾区各级政
府要及时组织对各种饮用水水源和供水设施进行检修、清理和消毒，定期进行水质检验；在旱灾、地
震、台风等自然灾害造成水源缺乏时，各级政府应积极寻找新水源，确保提供合格饮用水。（5）加
强人畜粪便的管理，严防污染饮水水源要组织广大群众大力开展爱国卫生活动，搞好环境卫生，指导
群众及时处理垃圾、人畜粪便和尸体。对受淹的住房和公共场所要及时做好消毒和卫生处理，以防止
污染水源。重点实施对帐篷、窝棚、临时垃圾点、厕所、蚊蝇、鼠类的消杀灭工作，做好蚊蝇孳生地
的处理。（6）加强食品卫生和集市贸易的管理卫生监督机构应做好灾区食品卫生管理工作，检查市
售食品、饮食摊点的卫生状况，特别是熟肉制品和凉拌菜的卫生状况，要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防止
群众食用腐败变质的食品，尽量少吃凉拌菜，严禁各类聚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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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伤寒、副伤寒防治手册(第2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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