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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制学校传染病防治应急预案的设计与优化

乔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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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寄宿制学校中，学生学习、生活行为比较集中，所以容易引发某些集体事件，例如校内传染病大面积集中爆发。在
本文中，主要基于寄宿制学校环境来探讨校园集中爆发的传染病防治应急预案，对预案的设计过程以及优化建议进行详细分析，

希望确保寄宿制学校学生管理工作水平提高，校园运行机制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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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寄宿制学校的特点就是 24 小时人员高度聚集集中，区域内不但要管理学生日常学习上课，也要管理他们的业余生

活活动。目前，许多寄宿制学校采用封闭式管理模式，全权负责他们的教育、起居食宿，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学生

独立自主的优良品格。但是，部分休假时间段里学生外出归家，难免将传染病带回学校，导致校内传染病大面积

快速传播，造成不同程度的公共卫生事件。所以深入探究寄宿制学校的传染病防治应急预案措施成为关键。

1 寄宿制学校传染病的防治应急预案设计流程方法

1.1 设计对象

以某 S 寄宿制学校为例，他们在 2024 年 1 月开学

后发现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一例，发现后校园内已经存在

多位密切接触者。根据当地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规范意

见，S 学校需要划定密切接触者的具体范围，然后就肺

结核疾病聚集性爆发结果进行分析判断，最后判断校园

内全体学生都要参与到防治应急预案设计当中，共同管

理 [1]。

1.2 设计学校状况

根据某 S 寄宿制学校所发现的活动性肺结核个案

案例展开调查，设计应急预案内容。其中必须调查这一

例患者的开学参与体检结果、发病情况、包括他与校内

人员密切接触的历史以及时间线。基于此展开现场调查

活动，对全体学生的结核病防控情况、学习居住环境进

行全面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显示，S 学校的外地生源占

到 64.5%，其余为本地生源。根据日常活动性肺结核病

的防控情况来看，S 学校的在校学生数量较多，教室内

人员密度较大，通风状况不佳。另外，宿舍卫生条件一

般，居住人员较多，每间宿舍的平均居住人口达到 4 人

以上，最多达到 8 人。在调查前，S 学校 2000 余名学

生仅仅配备5名校医，所以根本无法规范展开体检活动，

其中学生因病缺勤的相关追踪登记记录也不够健全，特

别是学生入学返校后相关体检资料严重缺失。根据校园

内现场调查结果显示，学校内学生对于活动性肺结核疾

病的相关知识知之甚少，更缺乏科学的防治意识。一旦

爆发校园内聚集性疫情后，情况难以控制 [2]。

1.3 设计方法

S 学校围绕活动性肺结核疫情爆发设计传染病防治

应急预案，其中的设计方案主要包含以下 3点：

1.3.1 筛查密切接触人员

S 学校主要对全体学生进行了检查，其中重点筛查

密切接触人员。具体筛查方法是在活动性肺结核病例发

病前 3 个月到调查前的所有密切接触史人员，包括了长

期与病例学习、活动、生活的人群，这其中包括病例的

同班同学、室友、教职员工以及校外家庭成员等等。要

根据实际情况来展开筛查工作，且随时关注密切接触者。

1.3.2 筛查肺结核密切接触人员

S 学校进一步筛查肺结核密切接触者，对首发病例

患者所指示的流行病学筛查结果进行分析，其中的筛查

工作内容主要包括结核菌素试验（PPD）、X 线胸片检

查。在发生肺结核传染情况下，则需要密切关注密切接

触者至少 3 个月，保证每 3 个月进行一次随访观察。另

外就是症状监测，其中对密切接触人员的身体症状如咳

嗽、发热、咳痰、胸闷气短、乏力等等情况进行检查，

了解其中的肺结核可疑症状发生频率。对密切接触者，

进行结核菌素试验（PPD）, 一般是注射后 72h(48-72h)

检查反应，以皮肤硬结为主准。阴性（-）：硬结平均

直径 <5mm 或无反应者；阳性反应（+）：硬结平均直径

≥5mm者；一般阳性：硬结平均直径≥5mm<10mm者（+）；

中度阳性：硬结平均直径≥ 10mm<15mm 者（++）；强阳

性：硬结平均直径≥ 15mm 或局部出现双圈、水泡、坏

死及淋巴管炎者（+++）。针对强阳性者，需要进一步

x 线胸片检查或胸部 CT，并对他们的痰液抗酸菌涂片进

行检查，完善辅助检查过程。主要按照肺结核诊断结果

来判断密切接触人员是否同样感染了肺结核疾病。

1.3.3 筛查范围确定

根据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病例的密切接触人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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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定筛查范围。上述筛查工作总共进行 3 轮，在第三

轮确定筛查范围。最终，S 学校将筛查范围缩小到三年

级学生，结合这一筛查结果来划定禁区，进入禁区在进

行新一轮的活动性肺结核疾病预防防治工作。

1.4 防治预防应急预案方法

对于 S 学校而言，围绕活动性肺结核病例做好预

防性治疗工作很有必要，这就需要全校动员，基于相关

知识开展讲座，提高全校教职员工以及学生的相关病症

预防防治意识。同时，学校邀请肺结核疾病防控专家到

校内检查，参与教育工作。具体来讲，主要对学生的血

常规、肝肾功能进行常规检查，同时签署预防性服药知

情通知书，在结核病预防性治疗过程中，S 学校主要组

织学生展开预防性疾病的定期检查，这一检查工作主要

交由学校所在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保健科展开，由保健

科中相关医务人员负责督导学生用药。总结来讲，针对

S 学校的防治预防应急预案工作开展内容包括了胸片检

查、随访筛查等等，另外 S 学校基于统计学理论建立活

动性肺结核密切接触者筛查数据库，采用 SPSS 软件对

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优化相关统计工作的统计以及检验

水平 [3]。

1.5 防治预防应急预案实施结果

根据 S 学校最终筛查结果发现，通过 1 例活动性

肺结核病例扩散最终筛查出 77 名强阳性学生病例，其

中 40 名接受了预防性服药治疗，33 名完成了整个服药

疗程，均为三年级学生。所有学生在用药后并没有出现

身体不良反应。

1.6 防治预防应急预案实施结果讨论

实际上早在 2018 年以来，国内多个城市地区就已

经报道活动性肺结核疫情爆发问题，其中以寄宿制学校

这种人员密集场合居多。本文所讨论的 S 学校作为一所

寄宿制学校，由于首发病例延迟发现导致病情扩散，最

终 77 名学生感染疫情。究其原因，主要是学校校园集

中爆发疫情后，学生由于高度聚集导致疫情快速传播。

根据 S 学校研究结果表明，所筛查出的病例为活动性菌

养肺结核患者，它的密切接触患者人群数量较大、风险

较大，排菌量与患者人群呈现正相关关系。一方面，S

学校首发病例由于无症状，而且是家庭中感染，再加之

其对于该类疾病的防治意识欠缺，导致病例在返校后传

播病毒。实际上在首发病例返校 1 月有余，患者病情也

被予以重视和发现，最终导致疫情在校园内传播爆发，

传染病公共卫生事件就此形成；另一方面，S 学校自身

对于传染病的疫情防控工作体系建设并不重视，整体管

理力度比较薄弱。因为首发病例在返校体检过程中并没

有检测出疾病。同时，校内教室人员密度相对较大、宿

舍卫生环境状况一般，这些也导致疫情爆发无法得到有

效控制。在此次 S 学校的疫情处置工作中，对于该校肺

结核疫情爆发后的二次密切接触人员进行筛查，发现筛

查人员数量达到高峰。在随后的防治预防紧急预案实施

过程中，校内续发病例数量明显减少，发病风险有所降

低。

根据 S 学校所处环境来看，它的传染病感染风险

也高于其他地区。因为 S 学校所在地区与国内发达城市

在经济上存在差距，部分地区始终未能有序开展疫苗预

防接种工作。但是，当地人员流动性较大，对于肺结核

病的防治工作开展困难，这也使得结核病重要载体在该

地区潜藏。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学习压力有所增大，机

体免疫力也有所下降，所以校内发病活动性肺结核疾病

情况也不足为奇。如此看来，由于流动人口的存在，活

动性肺结核病的防治工作希望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 S

学校并未能意识到这一点，相应的紧急预防预案工作开

展也相对匮乏，无法有效履行学校疫情防控工作主体责

任，相关的症状监测制度也存在强度不足情况。所以说，

S 学校还需要对校园内结核病防控情况进行筛查分析，

将可疑症状筛查出来，结合相关规范解决肺结核发病率

相对较高问题，例如制定入校体检综合管理模式，配合

常规体检、症状监测制度来做好相关工作 [4]。

2 寄宿制学校传染病的防治应急管理的优化建议

寄宿制学校在防治传染病大规模扩散、集中爆发

方面，需要制定相应防治应急预案，同时也需要提出相

应优化建议。这些优化建议应该在日常校园管理工作中

一以贯之，最大化发挥其价值作用，下文简单谈几点：

2.1 严格把好校园入口关

首先，寄宿制学校在传染病防治应急管理过程中

要严格把好校园入口关，有效规范检查学生身体情况，

例如胸片体检，同时对体检结果进行统计筛查；其次，

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性别年龄情况、生理特点以及感染

发病风险进行检查，并合理使用检查结果。例如 S 学校

就需要监测患者的肺部健康情况，帮助学生排除可能发

生的活动性肺结核症状情况；最后，在学生正常返校后，

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症状监测，在全校范围内广泛、积极

开展多样化的肺结核防治健康宣教活动，强化师生的肺

结核防治知识。要根据寄宿制学校所承担的疫情防控主

体责任来强化、健全活动性肺结核病的防控工作体系，

进而做到及时发现肺结核病患者，并有效遏制该类传染

性疾病在校园内大肆传播 [5]。

2.2 提出并执行“三字”防控方针

S 学校由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传染病防控工作经

验，所以在未来学校还需要高度、持续重视防治感染病，

提出更为完善的、健全的紧急防治预案，例如成立专门

的传染病防控工作机构，建立相对健全的制度体系，指

派专业医务人员、保健教师参与到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

体系当中，落实常规化、特殊化防控治疗规范，发挥专

寄宿制学校传染病防治应急预案的设计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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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价值作用。在 S 学校未出现疫情时，主要做好预防工

作；在 S 学校出现疫情以后，则需要切断传染途径，顺

次找到传染源头，做好源头防控工作，保护校内易感人

群。在本文看来，应该为S学校提出“三字”防控方针，

并有效执行，具体为“早”、“勤”、“动”，三字防

控方针。首先是“早”，S 学校卫生保健工作需要坚持

围绕“预防为主”展开，处处突出“早”字，例如早重

视、早计划、早早将传染病防控工作、紧急预防预案列

入 S 学校的年度工作计划中，为制定良好紧急预案创造

条件。在这其中，包括班主任、学校领导、卫生委员会

成员全部都要参与进来，共同组建传染病领导工作小组。

在校内，则要推选各年级 2 名传染病监测工作人员，尽

早发现传染性疾病在校园内传播，一旦发生情况立刻上

报防疫部门。然后，马上进行疑似病例与密切接触人员

隔离，做到早发现、早采取措施 [6]。

其次是“勤”，要鼓励教育学生勤洗手、勤洗涮。

如果从传染病的传播途径角度来看，许多传染病都是由

于人懒所引发，因此需要教育学生做好个人卫生，保证

勤洗手、勤洗澡、勤剪指甲、勤晒被褥、勤洗衣服，保

证室内通风防止传染病传播。在有效预防接触传播病毒

过程中，S 学校也希望勤查学生身体，这也是有效遏制

传染病发生的最有效途径，争取在潜伏期就发现如肺结

核、感染等疾病病毒，通过查体就能发现这些问题。例

如，要每年甚至每学期组织一次体检检查，将传染病毒

消灭在萌芽中，有效规避传染病在 S学校校园内传播。

再次是“动”，要让 S 学校学生动起来，如此才

能做好传染病应急防控。具体来讲就是在思想上“动”

起来，让学生从思想上认识传染病的危害以及相关预防

措施。另外就是行动上动起来，做好个人卫生，培养自

身良好的个人习惯以及传染病预防习惯。要积极参与到

体育健身活动之中，认真上好每节体育课，坚持好每天

的大课间阳光体育活动，通过体育活动来增强学生身体

的免疫力，增加防病抗病的能力。学校传染病防控是一

个综合性工作，需要各科室、各部门的密切配合，需要

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只要每个管理干部和全体师生高

度重视，落实好“早”、“勤”、“动”三字方针。就

一定能把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做好。

总  结：

综上所述，本文中探讨了 S 学校的传染病防治应

急预案设计与建议优化。S 学校作为一所寄宿制学校，

它的运营特征与普通学校不同，所以针对学校的传染病

防治工作必须面面俱到，结合具体工作内容展开应急预

防措施，保证相关建议有效优化，提高学校的疫情防控

管理能力。所以在未来，还需要结合更多原则与方法紧

急预防传染病，保证师生在校园内健康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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