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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开学季已经到来，师生们陆续返校！春节期间，师
生的活动范围较广，接触人员较多，可能感染各类传染
病。返校后人群聚集性高、近距离接触频繁，一旦个别
师生发生传染病，很容易引起传播和流行，使得开学季
极易成为“生病季”。

开学季要注意哪些疾病的预防？学生、家庭、学校
都需要做些什么呢？一起来看看疾控专家的建议。

开学季，应注意以下疾病的预防

1. 新冠肺炎
全年均可发病，主要传播途径为呼吸道飞沫传播

和接触传播，所有人群均易感。以发热、干咳、乏力为

主要表现，部分患者以嗅觉、味觉减退或者丧失为首发

症状，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鼻涕、咽痛、结膜炎、肌痛

和腹泻等症状。

2. 流行性感冒
潜伏期短、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全年均可发

病，冬春季节高发。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喷嚏、

近距离交谈等，另外共用手巾、玩具等也可引起传播，

各学段均易感。除发热、咳嗽、咽痛、畏寒等外，多伴头

痛、全身肌肉关节酸痛、极度乏力等。

3. 诺如病毒感染等腹泻病
传染性强，全年均可发病，寒冷季节高发，可通过

污染的水源、食物、物品、空气等传播，各学段均易感。

主要症状为恶心、呕吐、腹痛和腹泻。

4. 手足口病
全年均可发病。主要通过密切接触病人的粪便、

疱疹液和呼吸道分泌物及被污染的手、毛巾、手绢、玩

具、餐具、奶瓶、床上用品等而感染。大多数患者症状

轻微，以发热和手、足、口腔等部位的皮疹或疱疹为主

要特征。易在托幼机构中发生集体感染。

5. 水痘
主要是呼吸道飞沫或直接接触传播，冬春两季多

发，其传染力强，水痘患者是唯一的传染源，自发病前

1～2天直至皮疹干燥结痂期均有传染性。主要发生在

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以发热及皮肤和黏膜成批出现

周身性红色斑丘疹、疱疹、痂疹为特征，皮疹呈向心性

分布，主要发生在胸、腹、背，四肢很少。

6. 细菌性结膜炎
是一种常见的急性传染性眼病，又称“红眼病”，多

发于春秋季。儿童患细菌性结膜炎多为流感嗜血杆菌

或肺炎链球菌引起，流感嗜血杆菌性结膜炎易在学校

和家庭中传播感染。结膜炎致病菌有可能经呼吸道分

泌物传播，还可通过接触患者用过的毛巾、玩具、水龙

头、门把手等传播。

7. 肺结核
肺结核是由结核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传染病。主

要通过呼吸道传播，吸入病人喷出的唾液飞沫，就易受

到结核菌感染。学校里集体学习生活，同学间接触很

密集频繁，容易使肺结核在校园里传播和蔓延。

肺结核病主要表现为咳嗽、咳痰、咯血、胸痛、胸

闷、发热、消瘦、盗汗、乏力、食欲减退等。

近段时间天气忽冷忽热，据天气预报，冷空气马上

就要来袭，不少人都想着用泡脚来防寒。

但并不是人人都适合泡脚，特别是有下肢血管病

变，或是有下肢皮肤损伤、下肢关节炎症急性期、糖尿

病外周神经病变或有心肺疾病的人群，都不建议泡

脚。

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治疗师麻蔡军介绍，建

议有基础病的人群泡脚前咨询专业医生，如果没有泡

脚禁忌，操作时也要掌握好温度和时间，注意以下几

点：

1. 水温不能太高，可准备 40°C 的热水，倒入水桶

中，以水量没过脚背或小腿肚，以温热但无刺痛等不适

感为宜。

2. 泡脚时间不宜太长，15 分钟~20 分钟为宜，泡至

皮肤微微发红但无灼痛感。

3. 泡完脚后，除了擦干水外，还应仔细检查皮肤，

观察有无持续不退的红肿、有无破损或起泡等情况，如

果有异常应及早处理。

4 醉酒人群醉酒后由于酒精的作用，血液流动加

快，心脏负担较大，此时泡脚会加大心脏负担。

5 脚冻伤的话，最好不要泡脚，因为此时脚部皮肤

肌肉已经处于僵硬的状态，如果突然用热水冲泡，就会

使脚部温度骤升，这前后几十摄氏度的温差就可能加

重脚部问题。

6 饭 前 足 浴 可 能 抑 制 胃 液 分 泌 ，对 消 化 不 利 ；

饭 后 立 即 足 浴 可 造 成 胃 肠 的 血 容 量 减 少 ，影 响 消

化。

通讯员 李浚豪

泡脚防寒并非人人适合

快乐开学季，疾控专家提醒：

这些疾病需注意！

学生

1. 遵守学校防疫规定。不隐瞒个人及共同居

住者的旅居史、接触史。如果出现发热、干咳、气

促、呼吸道症状等，要立即告诉家长或老师，及时就

医，减少接触他人，尽量居家休息。

2. 及时接种各类疫苗。接种疫苗是预防大部

分流行性疾病的有效手段，可有效避免感染水痘、

流感、肺结核等传染病。

3.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饭前便后、外出回

家、到校后要洗手，避免用不清洁的双手接触口、

眼、鼻；咳嗽、打喷嚏时应使用纸巾捂住口鼻，口鼻

分泌物用纸巾包好后投入有盖垃圾桶。寄宿生不

共用、混用脸盆、毛巾、漱口杯等私人物品。

4. 尽量保持社交距离。减少到人群密集的场

所，在校期间不串座、不串班、不打闹、少聚集；在餐

厅内，错峰就餐、间隔取餐、分开用餐；与他人交谈

保持适当距离。寄宿的同学在宿舍区内不要串寝、

聚集和扎堆。

5. 加强上下学路途个人防护。尽量选择步行，

如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途中要全程规范佩戴口

罩，减少接触扶手、按钮等公共设施，尽量与他人保

持安全距离。

6. 合理膳食，营养均衡。饮食不均衡，容易引

起缺铁性贫血或其他营养元素缺乏的情况，从而使

抵抗力下降。因此，提高免疫力，营养搭配很重

要。要摄入足够的鱼、瘦肉、蛋、奶、豆制品、蔬菜、

水果等。

7. 规律作息，积极锻炼。充足的睡眠是保证良

好生长发育以及提升免疫力的先决条件，要养成早

睡早起的习惯。适当的户外活动可以促进生长发

育，强健体魄，提高免疫力。

学校(托幼机构)

1. 准备充足的防疫物资，如口罩、测温仪、洗手

液、消毒剂等。

2.学校应加强疫情监测，落实晨、午检制度，学生

有身体不适时要及时采取送诊或居家休息等措施；

3. 教室和宿舍等场所要保持良好通风，每日对

门把手、楼梯扶手、桌面等物体表面进行擦拭消毒；

4. 每日对玩具、教具、生活用具、餐具等物品进

行清洗消毒；

5. 发现有疑似传染病时，要及时向卫生和教育

部门报告；

6. 督促学生勤洗手；

7. 在全体教职工中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家庭

1. 家长和学生都要勤洗手；

2. 餐具、玩具等要常清洗、消毒；

3.少去或不去人群密集、空气流通差的公共场所；

4.房间要每天开窗通风，做好居家卫生清洁工作；

5. 膳食营养要合理搭配，保证学生充足的休

息，增强自身免疫力。

6.避免与其他有发热、咳嗽等症状的人员接触。

7. 每天检查身体情况，出现疑似症状应做好防

护、及时就医。

预防措施

据人民网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