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湖职业技术学校传染病防治应急预案 

为了切实做好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维护学校的正

常教学秩序，保障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根据上级文件的要

求；结合我校的具体情况制定本工作预案。 

一、工作目标 

     普及传染性疾病防治知识，提高广大师生员工的自我防

护意识；完善传染病疫情信息监测报告网络，做到早发现、

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及时采取有

效的防控措施，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疫情在教育系统的发生和

蔓延。 

二、工作方针和原则 

     我校传染病防治工作遵循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方针，

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及时、措施果断、依靠科学、

加强合作的原则。 

三、传染病防治工作领导机构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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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是：负责领导、组织、指挥、协调本学校内的传染病防

治工作，制定学校传染病防控的措施并组织实施；协助学校

做好疫情的善后处理工作。 

四、预防措施 

1、组织开展校园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公共场所卫生的监督

管理。学校公共场所应保持环境清洁、通风换气，对公众经

常接触的部位和用品进行定期消毒。 

２、积极开展各种类型的健康教育，利用校园网络、宣传橱

窗、黑板报、广播、主题班会等宣传阵地，开展健康教育，

普及卫生防病知识，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法，增

加师生员工自我保健知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增强自我

防护意识。 

３、建立各项卫生工作责任制，完善监督制度，明确各部门

工作职责，并指定教师或班主任做好每天晨检工作，认真填

写学生日检统计表，保证学校预防疾病控制工作的顺利开展。 

4、定期组织人员对供水系统进行清洗消毒，保障饮用水卫

生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5、在疾病防控机构的帮助下，定期组织师生员工体检和做

好对学生进行各种疫苗接种工作。 

６、加强学校医务室医务人员的培训，不断学习更新传染病

防治知识，提高诊疗水平。 

五、监测 



1、建立疫情监测制度，形成校领导—政教处--班主任--班长

的学生健康监测网络。建立学生健康管理档案，班级要有晨

午晚检记录本，学校医务室要有就诊登记本，学校要有传染

病疫情报告记录本。 

２、日常监测。由班主任或校医每日早晨观察、询问、了解、

发现和掌握学生的健康状况并做好登记。如发现学生中有发

热、头痛、腹泻、呕吐、皮疹、黄疸、精神萎靡等症状；或

传染病及疑似传染病；或症状相似的聚集性病例等，应立即

报告，同时做好记录。 

3、对因病缺勤、缺课学生进行监测。班主任应当及时关注

本班学生的出勤情况，对因病缺勤、缺课的学生，应及时了

解其患病情况，可能的病因和病情发展情况，如怀疑是传染

病、食物中毒、或不明原因的疾病，应及时向学校领导报告。 

４、学校领导接到报告后，应向各级医疗机构或疾病控制机

构提供监测信息，经医疗机构或疾病控制机构确认为传染病

后，及时做出响应级别的预警。并上报县教体局安全办 

六、应急措施 

一旦学校发生群体性传染病疫情，应采取以下应急措施： 

1、疫情报告 

（1）学校师生员工发现传染病人或疑似传染病人时都应立

即向学校报告。 



（2）校医对可疑病人进行首次诊治，并上报学校有关领导。

学校领导根据传染病类别、发病人数、病情等疫情程度，2

小时内向属地防疫机构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逐级上报。 

 2、应急措施 

（１）对疑似传染病的病人，在明确诊断前，安排在指定场

所进行医学观察，不能确诊的，应送当地医疾机构诊治。 

（２）经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部门确诊为传染病者，应

及时予以隔离治疗（应当办理休学手续），隔离期限根据医

学检查结果确定。 

（３）对引起传染病传播的可疑物品要进行封存，控制传染

源，切断传染途径，防止疾病扩散，等待防疫部门来检测和

处理。 

（４）对被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污染

的场所、物品，学校医务人员指导相关工作人员做好消毒处

理。与传染病人或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学校校医务室应采

取必要的检查和预防措施，并进行医学观察。 

（５）传染病人在医院接受治疗时，未经学校和医务人员同

意，任何同学、同事不得前往探望。 

（６）暂时停止大规模的集体活动，必要时全校暂停上课；

加强对校门的出入管理，控制人员的进出。 

（７）学校在接到当地政府、教育局和疾控中心有关重大传

染病疫情的预警报告后，应立即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预案》。应急预案启动后，各级领导和全体教职员工应按

预案规定的职责要求，立即到达规定岗位，听从指挥。 

（８）学校领导发现传染病人后，应采取积极的措施，让广

大师生了解情况，稳定学生的情绪，安定人心，维护学校的

稳定，树立战胜传染病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