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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卫生计生单位： 

今年手足口病发病高峰季节已经来临，据国家传染病报告信

息中心监测：2018 年截至 5 月 23日，我市已报告手足口病病例

925例（其中 5月份报告 514例），较前 4年同期平均上升 83.53%，

较去年同期上升 7.4 倍，5岁及以下年龄组占 89.62%，幼托儿童、

小学生占 33.62%。病例均为轻症，无重症和死亡病例报告。实

验室确诊病例中 EV71 感染占 20%。防控形势不容乐观。为积极

主动做好我市的手足口病防治工作，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现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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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强手足口病防控工作通过如下：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手足口病及由此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危害，要以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从构建和

谐社会的高度，抓好防控工作。要加强领导，周密部署，明确职

责，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确保发生疫情时能及时有效处置。 

二、加强监测、预警和救治工作 

市疾控中心和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加强疫情监测和预警，

特别是要把医疗机构、托幼机构、学校等作为重点监测单位，密

切关注是否有病例聚集暴发现象发生，一旦发生要立即进行流行

病学调查，并按规范要求采样送检，深入分析疫情的三间分布和

流行特点，随时掌握疫情动态，做好预测预警工作，落实各项防

控措施。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上医疗机构要加强对本单位和辖区

内其他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手足口病防治知识的全员培训。各级医

疗机构要根据国家卫健委《手足口病诊疗指南（2018 年版）》进

行规范诊治，进一步完善预检分诊制度和发热门诊，一旦发现病

例要按规定做好疫情报告工作，特别是要重点加强手足口病重症

患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报告、早救治工作。 

市人民医院为我市定点医院。凡符合住院指征患者各医疗机

构应立即转至市人民医院诊治；符合留观指征患者应立即转至市

级以上医疗机构；其他轻症患者实行居家隔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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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医院内感染控制工作 

各级医疗机构要组织医务人员认真学习国家卫健委《手足口

病诊疗指南（2018 年版）》等防治方案，落实各项医院内感染控

制工作措施，避免院内交叉感染，住院病例必须做到隔离治疗，

要加强院内的消毒工作。市疾控中心和卫生监督所要加强对辖区

内医疗机构的指导和卫生监督，及时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督

促其整改，切实加强医院内感染控制工作。 

四、加强托幼机构、学校的防控工作 

手足口病主要侵犯婴幼儿和儿童。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加

强与当地教办的联系，进一步落实学校卫生工作合作机制，加强

对保健老师的培训，共同做好托幼机构、学校的防控工作。进一

步落实晨检制度和缺勤登记制度，及时发现发热和皮疹症状的儿

童，如诊断为手足口病的应隔离治疗直至病愈方可返校。要加强

校内消毒工作，尤其是对儿童玩具、餐具及其它共用物品要每日

进行清洗消毒，教室宿舍要保持开窗、通风。要根据有关防控规

定，该停课的必须停课，并根据专家意见决定复课时间。市疾控

中心和卫生监督所要加强对托幼机构、学校卫生防病工作的指导

和监督，帮助其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并加大检查力度，及时发现

问题并督促其整改到位。 

五、广泛开展健康教育 

市卫计局宣教中心要主动与各新闻媒体联系，强化手足口病

防控知识的宣传，给基层提供相关宣传资料，督促指导基层开展



－4－ 
 

健康宣教工作。各单位要积极行动，广泛发动，采取多种形式的

健康教育活动，使手足口病防治知识进村入户。重点要在托幼机

构、学校及医院等场所开展健康知识宣传，让广大儿童家长了解

手足口病的相关知识和基本防治措施，教育其注意做好儿童个人

卫生，培养儿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其卫生意识和防病能

力。对 5 岁以下小孩尽早接种 EV71 疫苗，同时要建议家长少带

儿童前往拥挤的公共场所，以减少被感染的机会。一旦发现儿童

出现发热、出疹等症状要及时就诊并注意隔离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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