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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计委： 党中央、国务院对

大型建设项目中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十分重视，做好这项工作

对于预防传染病、地方病的发生和流行，保护人民健康，促

进西部开发，保障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

施工区域疫病的流行，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从而影响大型建

设项目工程进度，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例，古今中外屡见不鲜

。上述情况均系施工区域自然界存在的动物间流行的传染病

，即自然疫源性疾病，波及到人间引发的。自然疫源性疾病

主要是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狂犬病、布氏

菌病、炭疽、斑疹伤寒、流行性乙型脑炎、黑热病、疟疾、

登革热、血吸虫病等。我国每年自然疫源性疾病发病数约占

全国传染病发病总数的5－10%，但其死亡率占传染病总死亡

率的30－40%。此外，由于施工区域人口密集，生活条件和卫

生条件较差，还易发生肠道、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施工地区

的水和土壤中的某些化学元素的丰度变化也会引起地方性氟

中毒、砷中毒等地方病的流行。 为保护人民身体健康，保障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及其《实施办法》，对在自然疫源地和可能是自然疫源

地地区开展大型建设项目的卫生防病问题及法律责任有明确

规定。但据了解，仍有相当一部分大型建设项目开工前，没

有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开展卫生学调查，施工期间

卫生防疫措施不落实，给疫病的发生和流行埋下了隐患。有



的施工和管理部门在经费管理中，卫生防病经费支出项目不

明确，卫生防病经费落实不到位。目前，国家和地方投资的

大型建设项目很多，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中，西气东输、西

电东送、南水北调、铁路、公路和机场的建设等，施工区域

基本都通过或就在传染病自然疫源地区内，加强大型建设项

目中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已刻不容缓。为此，要求各地各

有关部门和建设施工单位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一、提高认识

，加强领导，认真做好卫生防病宣传教育工作。各地各部门

要切实加强对大型建设项目中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领导，认

真组织落实各项卫生防病措施。有关部门要在施工地区积极

开展自然疫源性疾病等传染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增强施工人

员自我保健意识，提高医务人员诊治水平。在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做好施工区域疾病预防与控制的论证，提出疾病预防

控制的有效措施，建立必要的医疗卫生保障机制。各建设部

门和主要建设工程单位在其规划、设计和施工前，要根据卫

生学调查结果和区域疾病流行特点，提出和落实工程中疾病

预防控制的计划、方案和措施，积极开展卫生防病工作。 二

、依法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各地要严格按照《传染病防治

法》及其《实施办法》的规定，要求建设单位在自然疫源地

和可能是自然疫源地的地区兴办的大型建设项目开工前，必

须向当地卫生防疫机构申请对施工环境进行卫生学调查与评

价，并根据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意见采取必要的措施后，方

可办理开工手续；卫生防疫机构接到申请后，应及时到现场

调查，并提出该地区自然环境中可能存在的传染病病种及其

预防措施的意见和结论。要认真做好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

对建设项目范围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由卫生部统一协



调落实。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依法加强监督检查，加大执法

力度，促进卫生防病措施的落实。 三、做好大型建设项目中

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经费预算，切实保障经费落实。各地要

根据大型建设项目地区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等传染病的实际情

况，认真做好建设项目施工前的卫生学调查及施工中疾病控

制工作的经费预算，并纳入建设项目工程经费中统一安排，

明确开支项目，确保卫生防病经费的落实，切实保障人民健

康和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 二○○二年二月六日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