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染病报告制度内容 幼儿园传染病疫情
报告制度(优秀6篇)

报告材料主要是向上级汇报工作,其表达方式以叙述、说明为
主,在语言运用上要突出陈述性,把事情交代清楚,充分显示内
容的真实和材料的客观。报告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
们要好好写一篇报告。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报告范
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传染病报告制度内容篇一

校园内的健康、安全需要有一个与之相配套的卫生预防措施。
学校的每日晨检制度就是一项重要的预防措施。事实证明，
学校是群体集聚的场所，一些群体性的'传染病的流行，往往
是个体传染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因此，学校每
天晨检制度，让学生做到健康上学，对于确保校园内的卫生
安全，关系重大。根据上级有关要求，修订本制度如下：

（一）、各班早自习时间由班主任及卫生委员对每位学生进
行身体一般状况的询问检查。如有学生发生不良身体状况如
发热、红眼睛、水痘等要及时逐级报告。

（二）、各班主任负责每天班内因病缺课同学的联系工作，
如有因传染性病缺课，要将情况报告医务室，并作进一步的
家庭联系。

（三）、各班卫生委员负责每天的班内因病缺课的统计，如
有发热、红眼睛、水痘等缺课的学生要及时逐级报告。

（四）、告知学生每天晨起后感到不适，要及时测量体温。
如有发热、出疹等可疑传染病情况，应要求家长及时处理，
不可在原因不明情况下带病到校课。



（五）、班主任对边治疗边要求上学的同学及家长要做好说
服劝止工作，在家中治疗休息。在校期间如有不适要及时与
家长联系。在家就医的要将就医结论报告学校，并实行传染
病复学医学诊断报告制度。

（六）、卫生室对因病缺课报告进行统计，并按要求上报有
关部门。

传染病报告制度内容篇二

一、校医为学校的疫情报告人员，负责本校常见病的诊治，
就诊的病人必须登记在门诊登记簿上，传染病还要登记在传
染病登记本上，并填写传染病报告卡，在规定时限内报告当
地疾控机构。

二、在校所有教职工、学生都是义务疫情报告员，发现的传
染病疫情及突发事件要报告学校的专兼职疫情报告人员。

三、执行晨检制度，每日早晨上班前对每位教职员工、学生
进行相关健康状况及卫生状况检查，并留有详细记录。

四、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期间，每位教职员工、学生发现传
染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时，均有权利和义务向在校疫情报告人
员报告，疫情报告人员向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五、协助疾控机构、医疗机构对传染病人及疑似传染病人进
行隔离治疗，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

六、加强健康教育，定期开设健康教育课。

传染病报告制度内容篇三

一、医务人员在诊疗中发现法定传染病疫情或者其他传染病
暴发、流行及突发不明原因的传染病时，应遵循《传染病防



治法》和《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规定的内容、程序、
时限报告。

二、传染病报告病种（39种）

甲类传染病（2种）：鼠疫、霍乱。

乙类传染病（27种）：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手足口病、|甲
型h1n1、艾滋病、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人感染高致病
性禽流感、麻疹、流行性出血热、狂犬病、流行性乙型脑炎、
登革热、炭疽、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肺结核、伤寒和副
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百日咳、白喉、新生儿破伤风、
猩红热、布鲁氏菌病、淋病、梅毒、钩端螺旋体病、血吸虫
病、疟疾。

丙类传染病（10种）：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风疹、
急性出血性结膜炎、麻风病、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伤寒、黑
热病、包虫病、丝虫病，除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
伤寒和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病。

三、传染病疫情报告时限：甲类传染病2小时；乙、丙类传染
病24小时。

于2小时内向医院领导及上级卫生部门报告，首诊医生于2小
时内上报《传染病报告卡》，疾控科进行网络直报。

五、出现乙类传染病暴发疫情时，应按甲类传染病报告时限
和方式报告疫情。

六、需报告病原携带者的病种包括霍乱、脊髓灰质炎、艾滋
病以及卫生部规定的其他传染病。

七、发生食物中毒、大批不明原因病员、当地未有过或者国
家已宣布消灭的传染病时，医院办公室应立即向院长报告，



医院应在最短时间内向上级卫生部门报告，同时填报《传染
病报告卡》。

八、严格登记制度。门诊、急诊各接诊医师、放射科、检验
科必须建立疫情登记本，做好接诊病例登记，对接诊及检出
的传染病病员必须详细登记，及时报告。

九、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

十、未经批准，不得对外通报、公布和引用发表未经公布的
传染病疫情。

传染病报告制度内容篇四

为加强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提高报告质量，也为传染病的
预防控制提供及时、科学的防治决策信息，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我院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制度。

一、执行职务的医务人员必须按照规定及时如实报告突发传
染病疫情信息，不得瞒报、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瞒报、
缓报、谎报。

二、各科室应当建立门诊日志、住院登记簿和传染病疫情登
记簿，责任报告人在首次诊断传染病病人后，应立即填写传
染病报告卡，检验科、放射科发现病人异常检验结果时，应
做好登记并填写传染病报告卡，及时上报。

三、坚持首诊负责制，严格门诊全员登记制度，发现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甲类传染病、乙类传染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肺炭疽、脊髓灰质炎、甲型h1n流感
的病人和疑似病人时立即电话报告防保科，并填写传染病报
告卡进行上报，疫情报告人员应在2小时内通过网络直报，同
时电话报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其他乙、丙类传染病病人、



疑似病人和规定报告的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应于24小时内通
过网络直报。

报告的程序为：传染病病例的报告由首诊医生或其它执行职
务的人员负责填写报告卡（按要求电话报告）—疫情管理人
员收卡、登记—网络直报（需电话报告属地cdc的按要求报
告）。

四、疫情管理、直报人员必须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染病防治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技术指导文件，
严格按要求进行本院的疫情报告管理工作，在接到辖区医疗
机构传染病报告（卡片或电话）后，做好登记，按规定进行
网络直报，传染病报告卡片保存3年。

五、防保科负责传染病计算机网络维护工作，安装杀毒软件，
定期查杀病毒，保证网络系统正常运转。

六、传染病报告卡录入人员对收到的传染病报告卡须进行错
项、漏项、逻辑错误等检查，对有疑问的报告卡必须及时向
填卡人核实。每月对各科传染病报告情况进行核对、自查，
主管院长每月检查一次疫情报告制度的落实情况。

七、信息报告系统使用人员未经许可，不得转让或泄露信息
报告系统操作帐号和密码。发现帐号、密码已泄露或被盗用
时，应立即采取措施，更改密码，同时向上级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报告。

八、疫情报告人员每月31日前检查追踪上月和本月已报告病
例卡片的诊断变化和转归情况，如疑似病例改为确诊病例或
排除、未分型改为已分型、死亡等，要对原报告卡进行订正
报告。

九、在传染病漏报自查、检查和暴发调查中发现的未报告病
例，要及时补充录入。



十、每月对传染病报告数据进行常规分析，将结果在全院进
行通报。

传染病报告制度内容篇五

一、动物疫情实行逐级报告制度。养殖场(小区)业主是疫情
报告第一责任人，应当按照规定要求，及时向当地乡镇(街
道)畜牧兽医机构报告本场突发的动物疫情。

二、养殖场(小区)动物疫情报表以书面报告为主，紧急情况
时可电话报告。

三、任何人不得乱报、谎报、漏报、瞒报重大动物疫情。

四、发现重大动物疫病或疑似重大动物疫病(或重点控制的人
畜共患病)，应立即采取隔离、控制转运和消毒等防控措施，
同时电话报告当地乡镇(街道)畜牧兽医机构，经诊断核实为
可疑疫情的，在当地动物防疫机构的指导下，按规定开展先
期处置。

五、按规定做好本场(小区)动物疫情记录。

传染病报告制度内容篇六

为加强学校传染病疫情管理，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在学
校内的发生与流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和国务院《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组长：

副组长：

组员：



1、为严防传染病疫情在学校内传播流行，设置学校传染病疫
情主要报告员（张薇），疫情报告员要依法履行职责，一旦
发现传染病病人或疑似传染病病人，要按照以下要求向发病
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单位报告。

疫情报告员在发现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中的传染性非典
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肺炭疽的病人、病原携带
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时以最快的通讯方式报告。

疫情报告人在发现乙类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
病病人时在规定时间内报告。

疫情报告人在发现丙类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及时报告。

2、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
校内发生传染病，每一位教师均为义务报告员，应立即报告
学校领导，第一时间告之学校传染病疫情报告员，由学校传
染病疫情报告员与辖区内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单位联系
立即采取有效隔离措施，严防传染病出现须发和多发病例。

3、班主任严密观察学生健康状况，发现异常立即安排专人到
医疗部门就诊治疗，防止传染病发生。如果出现传染病的迟、
漏报现象，除对外依照传染病法追究情况外，学校按照情节
严重与否将与当月和年终奖金挂钩。

4、发现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学生时，立即采取隔离措施，请
示校领导，进一步到医疗单位诊治。

5、加强传染病防治意识，对未上课同学要立即与家长联系，
询问未上课原因，做好传染病的疫情报告。

6、加强学生的晨检制度，发现可疑传染病时，要立即报告领
导，逐级进行核实诊断。



7、传染病暴发、流行时，疫情报告员应当以最快的通讯方式
向当地卫生防疫机构报告疫情。发现传染病疑似病或诊断病
人时，要立即采取应急措施进行投药和预防工作，防止传染
病进一步扩大或续发。

8、学校领导要及时下班级，收集未上课学生情况，及时掌握
学生生病状况，对传染病做到防患于未然。

9、学校疫情报告员发现传染病病人或传染病疑似病人时，不
得隐瞒、谎报或缓报。如因疫情报告员玩忽职守造成学校内
传染病传播流行，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0、学校传染病疫情即时进行直报，同时由疫情报告员汇总
登记在《学校传染病疫情报告登记本》上备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