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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传染性疾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接种、疾病监测、消毒灭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
置、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职业卫生与职业病、少儿卫生、环境卫生、食品营养与卫生、精神心理卫
生、口腔卫生保健与预防等内容为重点，紧密结合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的需要，系统论述了相关疾病的
发病机制和特征以及预防与控制措施等有关知识，内容新颖实用，可操作性强，适合社区医务工作者
、基层医疗预防、保健工作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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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传染性疾病防治　　第一节　概述　　一、传染病的概念　　传染病（communicable
diseases，infectious disease）是由病原微生物（细菌、病毒、立克次体、真菌、支原体、衣原体、螺旋
体等）感染人体后所发生的有传染性的疾病；寄生虫病（parasitic diseases）是由蠕虫和原虫等寄生在
人体所发生的疾病。二者都属于感染性疾病，都能够在人群中引起流行。　　二、传染病的特征　　
（一）传染病的基本特征　　传染病与其他疾病的主要区别在于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但这些基本
特征不是孤立地存在，而应综合地加以考虑。　　1.病原体 指能够引起宿主致病的各类微生物。每种
传染病都有其特异的病原体。　　2.传染性 传染性是传染病的最主要特征。指病原体可通过某种特定
的途径感染宿主。有传染性的时期称为传染期，该期可作为隔离传染源的依据之一。　　3．流行病
学特征 在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下，传染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流行
性：按传染病流行过程的强度和广度可分为散发、暴发、流行和大流行。　　①散发：指某种传染病
在某地区近年来发病率的一般水平，病例以散在的形式发生。　　②暴发：指某一局部地区或集体单
位中短时间内突然出现大批病例，这些病例大多来自同一传染源或同一传播途径。　　③流行：指某
个地区某病的发病率显著超过该病常年的发病率水平或为散发发病率的若干倍。　　④大流行：指某
病在一定时间内迅速传播，发病率大大超过该地区一般的流行强度，波及范围相当广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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