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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3/2021_2022__E6_95_99_E

8_82_B2_E9_83_A8_E5_c80_303358.htm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07

年做好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第四次预警通知（教

体艺厅〔2007〕7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2007年1-5月，共收到各地报告

的学校肠道传染病流行事件14起，其中8起发生在5月，依次

为甲型肝炎5起、感染性腹泻3起、急性胃肠炎3起、菌痢2起

、副伤寒1起，多因水源污染导致。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此高度

关注，并作出重要批示。目前已进入肠道传染病高发季节。

此外，我国部分地区已进入洪涝等自然灾害的高发期，霍乱

、细菌性痢疾、伤寒、副伤寒、甲型肝炎等肠道传染病在发

生洪涝灾害的地区存在局部暴发的可能。为贯彻落实国务院

领导批示精神，防止肠道传染病在学校发生流行和暴发，现

就肠道传染病防控工作提出以下要求： 一、加强疫情报告，

及时控制传染源。肠道传染病的传染源主要是病人和带菌者

，控制传染源是控制传染病的根本措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要督促学校做好肠道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学校一旦发现或

者怀疑有肠道传染病病人时，要及时报告当地疾病控制部门

及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并在疾病控制部门的指导下，迅速采

取相应措施，以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二

、采取有效措施，切断传播途径。肠道传染病的病原体主要

通过污染水、食物、生活用品或手，经口使人感染。切断传

播途径，是控制传染病的关键措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进



一步加强对学校食品卫生和环境卫生的监督管理工作，督促

学校改进卫生管理，消除食品卫生存在的隐患。学校要特别

加强对食堂、生活饮用水水源以及厕所的管理，防止食品、

饮用水被粪便污染。 三、加强宣传教育，保护易感人群。各

类人群对肠道传染病普遍易感，但大多数肠道传染病以儿童

和青壮年发病率最高，因此，保护易感学生人群，是控制传

染病在学校流行的重要措施。学校要广泛开展肠道传染病预

防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使学生了解肠道传染病的预防知识

，提高学生自我防护能力。教育部办公厅二○○七年六月二

十五日 附件： 常见肠道传染病基本知识及防控要点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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