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报告$

!!

(;$

'

'1,*2+2

&

\

,$JJ%,'+0'8-*.-,!1'+,!-,1!0

重庆市沙坪坝区学校传染病暴发危险因素调查分析%

易大莉'

!刘宏虹!

!伍亚舟'

&

"

',

第三军医大学卫生统计学教研室!重庆
.111*-

#

!,

沙坝坪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111*-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
!11/

#

!1''

年重庆市沙坪坝区学校传染病暴发现况!分析暴发的危险因素!为制订有效的防控措施提

供科学依据%方法
!

采用统一编制的调查表!调查暴发疫情的学校!即暴发组#按照
'f'

配对对照方法!设置未暴发组进行对比

研究#利用可信区间估计方法进行单因素分析!从而对暴发传染病的危险因素进行评估%结果
!

暴发组
'2

起!其中!暴发组主要

包括流行性腮腺炎
-

起和水痘
*

起#在卫生制度和设施方面!暴发传染病的危险因素包括(学校允许营业小饮食摊点&学生外出买

零食&食堂未建立消毒制度&学校水源类型单一及二次供水#在传染病防控措施及实施方面!爆发传染病的危险因素包括(校医没

有执业医师资格证!无专职传染病监测人员&缺勤追查制度未落实到位&发现疫情后未积极上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未劝病例回家

治病和未对环境及时进行消毒处理%结论
!

重庆市沙坪坝区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采取有针对性的预

防措施%

%关键词&

!

传染病#暴发疫情#危险因素#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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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校传染病暴发疫情呈现增多趋势"学校成为我

国传染病暴发疫情的高发(易发场所$

'8.

%

)学校作为传染病易

感人群高度聚集的场所"作好学校传染病的防控工作十分重

要$

/80

%

)为了解重庆市沙坪坝区学校传染病的暴发现况"本研

究调查了
!11/

#

!1''

年重庆市沙坪坝区传染病暴发疫情的

'2

所学校"分析了暴发的主要危险因素)从而"为制订学校传

染病暴发防控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82

%

)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本次研究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信息

系统,"收集了
!11/

#

!1''

年沙坪坝区暴发传染病疫情的学校

'2

所"归类为暴发组)按照
'f'

配对病例对照方法"对照组

为
!11/

#

!1''

年未发生传染病暴发的学校
'2

所"配对原则为

相同类型!幼托机构(小学及中学#(相同位置!城市(城乡结合

部及农村#和相同规模!大致相同人数与面积#)

B,C

!

方法
!

采用重庆市沙坪坝区疾控中心统一编制的调查

表"通过与学校相关人员座谈(现场调查等方式"调查学校一般

情况(学校卫生设施配备情况(学校传染病防控措施及实施

情况)

B,!

!

爆发判断标准
!

依据-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

报告管理工作规范.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学校卫生事件

应急条例.中相关规定判断"倘若某一学校某一疾病出现在
'1

例以上病例"那么判断该所学校爆发疫情)

B,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7R77'-,1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

Z

K

$?=9=*,'

建立数据库"以双盲录入的形式录入"然后进

-+2*

重庆医学
!1'+

年
'1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0*'0-

#)

!!

作者简介#易大莉!

'22'3

#"在读硕士"主要从事统计分析方法研究)

$

!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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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致性检验*采用
2/)

可信区间!

Q]

#估计方法"进行单因素

分析"从而对危险因素进行风险评估"以
&

"

1,1/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疫情分布情况
!

!11/

#

!1''

年重庆市沙坪坝区发生学

校传染病暴发疫情
'2

起"其中"流行性腮腺炎
-

起(水痘
*

起(

风疹
!

起(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

起(流感样病例暴发
!

起(手足

口病
!

起"见表
'

)报告病例
-'/

例"罹患率为
.,1*)

*暴发学

校位于城市的占
!',1/)

!

.

&

'2

#(县城
!+,*!)

!

/

&

'2

#(乡镇

*+,-.)

!

0

&

'2

#(农村
'/,02)

!

*

&

'2

#*暴发学校类型为幼托机

构的占
'1,/*)

!

!

&

'2

#(小学
0-,2/)

!

'!

&

'2

#(中学
'1,/*)

!

.

&

'2

#*

!1'1

#

!1''

年重庆市沙坪坝区学校传染病暴发时间

集中在夏秋季节"首例发病与首次报告时间间隔在
!

#

./(

"中

位时间
'/(

*首次报告时间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次调查时间

间隔均小于
'(

"疫情持续时间在
!1

#

''2(

"中位时间
.*(

)

C,C

!

学校卫生设施配备情况
!

学校卫生设施配备情况的比较

结果见表
!

)在小饮食摊点拥有率方面"爆发组!

.1,1)

#和非

爆发组!

'*,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1/

#*在允许外出买

零食方面"爆发组!

'1,1)

#!

1

#

/)

#和非爆发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1,1/

#*在消毒制度制订方面"爆发组!

01,1)

#和非

爆发组!

'11,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1/

#*在学校水源

类型方面!自备水和桶装水#"爆发组和非爆发组!

'2,/)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1,1/

#)另外"除表
!

中所列项目"两个组

的食堂均有卫生许可证和持有效健康证"建立了卫生管理制

度"将生熟食进行分开加工"厕所均配备了洗手设施)

C,!

!

学校传染病防控措施及实施情况
!

学校传染病防控措施

及实施方面比较结果见表
*

)在校医有执业医师资格证方面"

爆发组!

1

#和非爆发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1/

#*在专职校医方面"爆发组!

!1,1)

#和非爆发组!

.!,!)

#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1/

#*在发现疫情发生后"采取

措施方面"上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爆发组!

!1,1)

#和非爆发

组!

.!,!)

#比较"劝病例回家的爆发组!

+1,1)

#和非爆发组

!

01,*)

#比较"进行环境消毒的爆发组!

01,1)

#和非爆发组

!

-2,!)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1/

#)另外"两组

在以下方面均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包括'有传染病报告&管理制

度"开展晨&午检制度"制订了传染病事件应急预案"成立了传

染病事件防控领导工作小组"制订了健康教育工作计划"传染

病资料均归档保存"有卫生室或校医院"健康教育工作包含了

传染病防治相关内容)

表
'

!!

!11/

#

!1''

年学校传染病暴发疫情分布

事件类型
事件数

!件#

构成比

!

)

#

发病人

数!

!

#

波及人数

!

!

#

罹患率

!

)

#

流行性腮腺炎
- .!,'' ./1 2*'2 .,-*

水痘
* '/,02 01 *-1! ',-.

风疹
! '1,/* ''' '*1* -,/!

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 '1,/* +2 *0-* ',-!

流感样病例暴发
! '1,/* -+ '+!2 /,!-

手足口病
! '1,/* !2 .1- 0,''

合计
'2 '11,11 -'/ !1!.. .,1*

表
!

!!

学校卫生设施配备情况!

)

"

项目
爆发组

发生率 下限 上限

未爆发组

发生率 下限 上限

有小饮食摊点=

.1,1 '-,1 +!,1 '*,2 1 '0,/

允许外出买零食=

'1,1 1 !*,/ 1 1 1

学校食堂性质

!

学校创办
'11,1 '11,1 '11,1 21,+ 00,/ '11,1

!

集体承包
1 1 1 +,0 1 '0,!

!

没有食堂
1 1 1 !,0 1 '1,1

有防蝇设施
'11,1 '11,1 '11,1 2+,- --,2 '11,1

有防鼠实施
-/,0 01,1 '11,1 2+,- --,2 '11,1

制订了消毒制度=

01,1 .2,. 21,+ '11,1 '11,1 '11,1

食堂消毒措施

!

高温消毒
'11,1 '11,1 '11,1 0',1 /1,+ 2',.

!

消毒液
-/,0 01,1 '11,1 .-,. !/,2 01,2

!

消毒柜
0',. /',' 2',0 0',1 /1,+ 2',.

!

浸泡消毒
0',. /',' 2',0 .-,. !/,2 01,2

!

擦拭消毒
0',. /',' 2',0 .-,. !/,2 01,2

食堂有冷藏设备
'11,1 '11,1 '11,1 2+,- --,2 '11,1

学校水源类型

!

城镇集中供水
21,1 0+,/ '11,1 -1,+ +!,- 2-,.

!

二次供水
'1,1 1 !*,/ 1 1 1

2+2*

重庆医学
!1'+

年
'1

月第
./

卷第
!-

期



续表
!

!!

学校卫生设施配备情况!

)

"

项目
爆发组

发生率 下限 上限

未爆发组

发生率 下限 上限

!

自备水=

1 1 1 '*,2 ',* !2,/

!

桶装水=

1 1 1 /,+ 1 '/,2

水源
/1

米内有厕所
'1,1 1 !*,/ '',' 1 !/,!

学校厕所类别

!

深坑旱厕
'1,1 1,1 !*,/ -,* 1,1 !1,0

!

水冲式厕所
21,1 0+,/ '11,1 2',0 02,* '11,1

!!

=

'

&

"

1,1/

)

表
*

!!

学校传染病防控措施及实施情况!

)

"

项目
爆发组

发生率 下限 上限

未爆发组

发生率 下限 上限

防控工作部门

!

学校办公室
'1,1 1 !*,/ !0,- 0,0 .0,2

!

校医院
'1,1 1 !*,/ !,- 1 '1,!

!

学校保健室
21,1 0+,/ '11,1 2.,. -.,' '11,1

开展缺勤病因追查与登记工作

!

长期开展
'11,1 '11,1 '11,1 20,* 21,1 '11,1

!

阶段性开展
1 1 1 !,0 1 '1,1

发现疫情发生后"主要措施

!

上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

01,1 .2,. 21,+ -*,- +0,! '11,1

!

上报当地疾控机构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

立即隔离病例
21,1 0+,/ '11,1 20,* 21,1 '11,1

!

劝病例回家=

+1,1 *-,1 -!,1 01,* .2,- 21,-

!

由校医治疗
'1,1 1 !*,/ '1,- 1 !.,-

!

环境消毒=

01,1 .2,. 21,+ -2,! 0/,! '11,1

开展过传染病应急演练
.1,1 '-,1 +!,1 .1,/ '-,. +!,+

执行新生入学预防接种查验制度
01,1 .2,. 21,+ 01,* .2,- 21,-

开展健康教育

!

各年级开展
'11,1 '11,1 '11,1 -2,! 0/,! '11,1

!

个别年级开展
1 1 1 -,' 1 !1,.

!

未开展
1 1 1 !,0 1 '1,1

有校医
/1,1 !0,/ 0!,/ //,+ **,* 00,2

校医为专职还是兼职

!

专职=

!1,1 !,1 *-,1 .!,! !1,1 +.,.

!

兼职
-1,1 +!,1 2-,1 /0,+ */,. 02,-

校医学历

!

本科
/1,1 !0,/ 0!,/ *2,. '0,. +',.

!

大专
*1,1 2,. /1,+ /',/ !2,1 0.,1

!

中专及以下
!1,1 !,1 *-,1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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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重庆市沙坪坝区学校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呼

吸道传染病为主"以流行性腮腺炎和水痘所占比例较大"这与

呼吸道传染病传播途径易于实现及学校易感人群聚集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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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发时间相对集中在夏秋季节"疫情发生在小学居

多"这与小学生机体免疫功能相对薄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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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校卫生设施配备的研究分析显示"学校允许营业小饮

食摊点和学生外出买零食是传染病暴发的重要因素*对食堂的

消毒应该制订严格的措施*在学校水源类型方面应该采用多种

供水体系!自备水和桶装水#"减少二次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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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校传染病防控措施及实施情况分析显示"学校的校医

应该有执业医师资格证"并成为专职传染病监测人员"并不断

提高专业水平"这与才能承担起校内传染病监测任务"使缺勤

追查制度真正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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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使首发病例与首次报告时

间间隔缩短"避免疫情扩大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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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何发挥校医作

用"将学校传染病监测关口前移"是卫生与教育部门深入合作

要解决的问题)在发现疫情发生后采取措施方面"应该积极上

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劝病例回家治病"并且对环境进行消毒

处理)同时"有研究提示"健康教育对部分呼吸道传染病防控

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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