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发布洪灾后
儿童传染病中西医结合防治方案

获得信息：直报、电话、舆情监测、机构通报等

附件一：传染病类暴发疫情现场调查处置流程图

核实信息：时间、地点、规模、事件性质等 事件报告：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和上级业务部门

现场调查与处置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指派

流行病学调查 医疗救治 实验室检测 应急监测 现场措施 信息收集

快速评估疫情：
根据病例数、临
床表现、波及范
围等

制定调查方案：
病例定义、调查
目的、内容、方
法、表格等

病例个案调查
入户调查

描述流行病学
特征

开展流行病学
病因研究

就地隔离
对症治疗

临床表现
治疗效果
分析

采集标本

初步确定
检测项目

现场快速检测
或转运后检测

检测结果
分析

对病例、密切
接触者高危人
群 、水 源 、环
境、动物宿主、
生物媒介等监
测

提出、验证假设，进行
病因学研究，查找事件病因

提出控制措施建议
开展控制效果评价

总结与评估

边调查
边控制 收集、整理、

汇总、交流
上报信息

救治患者
隔离传染源

密切接触者
追踪与管理

疫点、疫区
确定与管理

消杀灭等卫生处
理，切断传播途径

预防接种、
预防服药、
健康宣教，
保护易感人
群

据调查研究进度实时调整措施

附件二：症
状监测中常见
选用的症状

一、症状群：为全身
症状：发热、发冷、全身

疼痛、流感症状（病毒性）、
虚弱、疲倦、厌食、嗜睡、乏
力、出汗、畏光、头晕、烦躁

二、症状群：胃肠道系
统

症状：腹部疼痛、痉挛、恶
心、呕吐、腹泻、腹胀、肿胀

三、症状群：呼吸系统
症状：鼻塞、咽痛、扁桃

体炎、鼻窦炎、流涕、支气管
炎、咳嗽、哮喘、气短、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急性肺炎

本文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中医处提供

四、症状群：皮疹
症状：黄疸、丘疹、疱疹、

紫癜、荨麻疹、瘀斑

五、症状群：出血
症状：呕血、鼻衄、血

尿、上消化道出血、直肠出
血、阴道出血、出血点

六、症状群：肉毒中毒
症状：复视、视物模糊、

畏光、语言障碍、吞咽困难

七、症状群：神经系统
症状：头痛、偏头痛、面

部疼痛、麻木、震颤、抽搐、
意识障碍、晕厥、共济失调、
精神错乱、定向障碍、精神
状态改变、眩晕、脑震荡、脑
膜炎、颈部僵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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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防治

连日来，河南多地遭遇特大暴雨等自然灾害，
“大灾防大疫”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河南省卫生
健康委组织河南中医药大学儿科医学院/河南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医院专家团队，制订
《洪灾后儿童传染病中西医结合防治方案（试用
稿）》，供全省儿科医疗机构和家长参考。

中医防治

一、中医预防
1.避水湿。水湿之邪当令，应注意避免儿童

在无监护情况下近水、涉水；雨季外出时，尤其
要做好防水防护；做好个人卫生；经常开窗通风
换气；避免在人员密集场所逗留；学校、托儿机
构如出现集体发热、腹泻、呕吐等症状，应及时
报告卫生行政部门，采取消毒、隔离措施。

2.节饮食。饮食清淡清洁、多喝水、均衡营
养、多食用水果、蔬菜以及优质蛋白质，以提高
机体免疫力。

3.慎起居。作息要有规律，早睡早起，注意
适当锻炼身体。

4.和精神。保持心情舒畅，克服对洪灾产生
恐惧情绪，心安而不惧，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5.预防方。
①胃肠道疾病预防方，食疗方 1：白扁豆 30

克、赤小豆 30 克、薏苡仁 50 克、绿豆 30 克、荷叶
梗15克，一人一天剂量，熬粥服用；食疗方2：鲜
马齿苋 100 克，一人一天剂量，煮熟拌蒜汁当菜
食用。

②呼吸道疾病预防方，食疗方：藿香 10 克、
荆芥 10 克、薄荷 10 克、葱白 10 克、生姜 6 克，一
人一天剂量，泡茶饮。胃肠道疾病和呼吸道疾
病皆可选用成药藿香正气口服液口服。食疗方
及藿香正气口服液疗程为5天。

二、中医治疗
1.肠道传染病。该病时常以腹痛、腹泻或脓

血便为主要表现，大多伴有恶心、呕吐、食欲不
振等胃肠道症状，有一些伴有发热、头痛、肢体
酸痛、全身中毒症状，若治疗不及时，可引起严
重的并发症，甚至导致死亡。本次洪灾发于长
夏时节，湿气当令，湿盛则濡泄；夏季脾运不及，

加之饮食不洁则容易导致内伤饮食，积滞与气
血搏结而出现下利黏液脓血便之痢疾。其病位
在肠道，属于湿热疫毒伤肠，治以健脾除湿为大
法，辨证论治。腹痛、腹泻、发热证属于湿热者，
方选加味葛根芩连汤（葛根 10 克、盐车前子 15
克、地锦草 15 克、石膏 30 克、黄芩 10 克、黄连 3
克、茯苓 10 克、炙甘草 6 克）；寒热往来、呕吐证
属于少阳湿热者，选用蒿芩清胆汤；脓血便、里
急后重、发热者，轻者选芍药汤，重者选白头翁
汤；恶心、呕吐、发热、便秘者，选黄连温胆汤合
升降散。中成药可选甘露消毒丹丸、葛根芩连
微丸等。

2.呼吸道传染病。该病时常以发热、头痛、
咽痛、鼻塞流涕、咳嗽为主要表现，主要病位在
肺，与脾胃有关，病性为湿热毒邪，兼夹风邪，治
以健脾益肺、清热利湿为原则。寒湿证选用藿
朴夏苓汤；湿温初起选用三仁汤。中成药可选
用连花清瘟颗粒、金莲清热泡腾片、双黄连口服
液（儿童型）、蒲地蓝消炎口服液。

3.皮肤病。患儿皮肤娇嫩，洪灾后水湿浸
渍，蚊虫叮咬出现皮肤瘙痒、疮疡等，其病理基
础为湿、热。治以清热利湿解毒、消肿止痛为原
则，方选丁氏湿疹洗剂（苦参 30 克、黄柏 30 克、
蛇床子 10 克、枯矾 10 克、艾叶 10 克，以上五味
药，煎水3000毫升，熏洗或熏蒸，一天一次，一周
为一疗程），或用炉甘石洗剂、除湿止痒软膏等。

小儿先天禀赋不足，容易发病，传变迅速，
若失治误治，疫毒之邪内陷则会出现壮热神昏
抽搐，甚至面青肢厥、脉危欲绝等内闭外脱的危
险证候。医者临证时，应当灵活辨治。

除此之外，针灸、中药烟熏、中药洗浴、佩药
等在疫病的防治过程中亦可酌情选用。

一、常见传染病的预防
1.胃肠道传染病。
重点抓好霍乱、伤寒、痢疾、肝炎（甲型病毒性肝炎和戊

型病毒性肝炎）、出血热、疟疾及乙型脑炎等重点传染病预防
工作。关键是做好饮用水源保护，搞好饮用水卫生。饮用水
卫生是灾后预防控制肠道传染病的关键措施，做好水源保
护，防止水源污染。要推行用漂白粉或漂白粉精片对饮用水
进行消毒，喝合格饮用水。同时，要注意饮食卫生。做到不
吃腐败变质的食品、不吃淹死的家禽家畜、不吃霉烂变质的
粮食，不使用污水洗瓜果、碗筷，不生吃海水产品，不喝生水，
生食、熟食要分开，食物要煮熟、煮透等。

2.呼吸道传染病。
呼吸系统传染性疾病预防的关键是做好环境卫生，尤其

是灾后污水的清理及地面、物品的消毒，防止蚊蝇滋生，尤其
在路面干燥前，儿童避免外出游玩，一旦外出注意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平时多喝水、饮食清淡、注意居处环境定期开
窗通风等，也是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重要措施。尤其需要重
视的是，当前涉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外防
输入压力依然很大，灾后在做好防汛防灾、复工复产工作的同
时，务必严把疫情防控各道关卡，预防新冠肺炎借机流行。

3.虫媒与自然疫源疾病。
虫媒与自然疫源疾病预防的关键是环境卫生和避免接

触。首先，灾后有序开展大范围的灭蝇、灭蚊与灭鼠工作。
清除过水后的垃圾死角，彻底消除苍蝇滋生地；存放的干草、
树叶等有机垃圾过水后发酵，即可成为苍蝇滋生源，也要及
时清除或采取沤肥处理。其次，在环境明显改善前，儿童避
免到上述环境中游玩，一旦接触，立即局部清洗、消毒，并严
密观察情况。

4.皮肤病。
预防皮肤传染类疾病，关键是家长和儿童要加强自我防

护意识，尽量减少接触水和在水中浸泡，或下水后及时进行

冲洗、清洁、擦拭干净。如果皮肤已受损，要把受伤的地方清
洗干净，尽量保持干燥，及时应用皮肤外用药，防止病原体通
过皮肤黏膜侵入人体。

二、传染病类暴发疫情现场调查处置
洪灾过后一周是最易发生流行病的时期，是防病的关

键。受灾区卫生条件差，特别是饮用水的卫生难以得到保
障。医疗机构儿科医生一旦在临床或洪灾现场发现洪灾相
关传染病聚集性事件后，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对病因比较
明确的，应当及时向辖区卫生健康委和当地政府提出防控措
施与建议，在其职责范围内组织落实对现场采取控制或消除
致病、中毒、污染因素的措施；对病因仍不明的，应当根据调
查研究进展，协助疾控人员依据边调查、边控制的原则，随时
调整防控策略和措施，具体可参考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制定的《关于加强洪灾相关传染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郑
疾控[2021]104号）处置流程图（见附件一）。

三、常见传染病的症状监测与治疗
1.症状监测。
对于洪灾后传染病治疗，首先是加强对洪灾后传染病疫

情症状监测，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控制，努力把传
染病发病率控制到最低水平。关于症状疫情监测，儿童属于
重点人群。监测方法，建议按照不同系统传染病的症候群进
行监测，一旦发现，按照传染病上报原则进行上报、确诊、救
治。选择症候群时，可以根据可能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
险等级和疾病负担排序，设计不同的症候群组合，具体监测
症候群可参考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文件《关于印发洪涝
灾害防病防疫技术方案的通知》（豫疾控[2021]139号）（见附
件二）

2.治疗。
一旦发生疑似传染病病例和聚集性疫情，各地应及时响

应，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的原则和方法，迅速采取针
对性的防控措施，防止疫情扩散和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