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传染病报告卡及传染病报告记录保
存多少年 传染病自查报告(汇总7篇)

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怎样写报告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报
告应该怎么制定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
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传染病报告卡及传染病报告记录保存多少年篇一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院传染病管理和疫情报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办法的规定，按照中国预
防医学科学院制定的《医院传染病报告管理和漏报调查方
法》，对20xx年1月1日至7日对我院的疫情管理和传染病报告
情况进行了自我调查，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传染病管理：我院已建立传染病管理制度，并有专人负责
此项工作，及时上报有关疫情，按时对有关科室检查疫报情
况。

2、传染病报告：经过仔细的检查本院所有处方、门诊日志和
出入院登记本，未出现传染病漏报，本周全院共发现例传染
病病例，属类传染病。报告卡填写完整、准确，报告卡与网
络报告信息一致。

传染病报告卡及传染病报告记录保存多少年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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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传染病防治领导小组;



2、指定卫生室为我校传染病报告人;

3、各班班主任(老师)发现有传染病及疑似传染病要及时上报
学校;

1、学生处负责收集、整理、分析各班因病缺课学生情况;

2、在学校中发现《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传染
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肺炭疽的病人、病
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1例及以上，应立即通知校医确认后，
2小时内，以最快的通讯方式向上级报告。

4、及时做好病人周边同学的预防保健及消毒隔离工作。

传染病报告卡及传染病报告记录保存多少年篇三

措施如下：

每次接到上级“通知”后，我校领导班子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在集中学习上级“通知”的同时，成立“整治专项小组”，
由陈超校长任组长，分管副校长石秀毅为副组长，相关科室
成员和全体年级组教师任组员，对学校的食品卫生安全，卫
生工作安全，传染病预防全权负责，认真、严格、细致地检
查，随时监督，加强管理。学校还利用晨检时间，由专项小
组负责，对全体师生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安全认识，同时要
求落实到各班（级）班主任，本着对学生负责的精神，继续
加强食品卫生及传染病预防的教育，提高认识。

定期或不定期对学校卫生安全及传染病预防检查工作检查，
由校长任组长的安全检查小组对学校的日常卫生工作，传染
病情况及学校水源进行了认真核查，学校餐厅干净整洁；食
材来源正规，天天有登记；校园超市无过期食品；传染病预
防知识在醒目处张贴。由于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工作人员的
认真负责，一年来，我校未发生过食物中毒或其他规模性季



节疾病等事件，得到上一级领导和社会上的赞誉。

1、学校自来水源为地下深井水，井口密封，由学校水电工负
责安全。

2、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授途径。严格执行传染病疫情和食物
中毒的报告制度，责成医务室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
治疗。

3、加强对食堂食品卫生安全及传染病预防工作的督查，采取
日检、周检、月检制度，学校采取不定期检查相结合方式。
强化食品卫生安全督查，严把源头关，严把食品采购验收关，
严把“进口”关，()加强安全值班制度，发现问题，做到及
时整改，不留隐患。

4、落实卫生岗位责任制，严格卫生操作规程。杜绝“三无食
品”，自制小食品和不卫生饮食进入校园超市。

总之，在这次自检自查工作中，全校师生员工团结一致，思
想统一，做到了齐抓共管，学生安全，家长放心。几年来我
校未出现食品卫生安全事件及传染性疾病流行。当然今后的
工作还需要坚持不懈，我校有信心搞好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及
传染病的整改工作。随时欢迎上级领导的莅临，真诚接受上
级领导的检查监督。

传染病报告卡及传染病报告记录保存多少年篇四

一、本院为传染病职责报告单位，本院所有执行职务的.医务
人员均为职责报告人。

二、在诊疗过程中发现法定传染病，由首诊医生或其他执行
职务的医务人员按要求规范填写传染病报告卡，并及时通知
疫情报告人员。



三、报告病种：法定传染病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

1、甲类传染病（2种）：鼠疫、霍乱。

2、乙类传染病（26种）：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病毒
性肝炎、脊髓灰质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甲型h7n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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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丙类传染病（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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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痢疾、伤寒和副伤寒以外
的感染性腹泻、手足口病。

三、报告时限：职责疫情报告人发现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
病中的肺炭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患者或疑似患者时，或发
现其他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暴发时，应尽快通知预防保健
科，预防保健科应于2小时内将传染病报告卡通过网络直报。
对其他乙、丙类传染病患者、疑似患者和规定报告的传染病
病原携带者在诊断后，应于24小时内将报告卡报送预防保健
科，由预防保健科进行网络直报。

传染病报告卡及传染病报告记录保存多少年篇五

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保障人体健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做好传染病的`登记报
告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瞒服、谎报和漏报。

一、临床医生必须按规定做好门诊日志的登记工作，填写传
染病报告卡要项目齐全，字迹清楚，不得有缺项，漏项。

二、传染病疫情报告实行属地化管理原则。发现甲类传染病



疫情应在2小时内报告，乙类传染病及丙类传染病疫情24小时
内报告。

三、发现传染病暴发，特大食物中毒或其他突发性公共卫生
事件时，首诊医生应也最快的速度和方式报告医院感染管理
办公室并同时上报县疾病控制中心。

四、医院每月对门诊和住院登记日志进行自查和核对，避免
传染病疫情漏报。

五、医院由专门人员负责传染病疫情的网络直报工作。

六、医务工作者在医疗活动中发现不明原因的疾病暴发和流
行时，应以最快的速度报告医院感染管理办公室并同时上报
县疾病控制中心。

七、医务工作者在医疗工作中未按要求进行门诊日志登记的，
对传染病疫情瞒报、谎报、缓报甚至是漏报或不报的，将给
予严重处罚，造成传染病暴发和流行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传染病报告卡及传染病报告记录保存多少年篇六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有关规定，
为使学校的.传染病疫情报告统一、有序，结合我校实际，制
定学校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

一、建立从各班学生到班主任，到级部主任，到校卫生所，
到学校的传染病疫情发现、登记及报告制度。

二、在疫情发生时，启动学生晨检制度，因病缺勤病因追查
登记制度。发现学生有传染病早期症状如发热、皮疹、腹泻、
呕吐、黄疸等应及时报告校医进行排查，并将结果记录在排
查结果登记日志上。



三、对因病缺勤的学生辅导员应（必要时和家长联系）迅速
了解患病学生情况和可能的病因，让其马上去医院检查治疗，
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报告。

四、学校疫情报告人要依法履行职责，一旦发现传染病人或
疑似传染病病人要按照下列要求向属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及
教育主管部门报告。

1.当发现传染病或者疑似传染病时，疫情报告人应立即报出
相关信息。

2.发现个别学生出现不明原因的高热呼吸急促、剧烈呕吐、
腹泻等症状时，疫情报告人应在24小时内报出相关信息。

3.学校发现群体性不明原因的疾病或者其它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时，疫情报告人应当在24小时内报出相关信息。

五、发现传染病人或传染病疑似病人时，不得隐瞒、谎报或
缓报，如因疫情报告人玩忽职守造成学校内传染病传播流行，
将被追究责任。

疫情报告人：

级部主任：xxx

传染病报告卡及传染病报告记录保存多少年篇七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院对传染病的检测，防止在工作中发生漏
报情况的发生，确保我院在传染病管理中的质量，为区疾控
中心制定控制和消灭传染病的.规划及防治措施，提供可靠依
据，我院于20xx年11月2日开展了对全院各科室传染病漏报调
查，并且采取随机抽样方法调查。

一、建立各种组织，完善各项工作制度。



传染病防治工作是一项组织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没有完善
的组织和制度，要想做好是不可能的'。为此年初便成立了传
染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抢救小组，疫点处理小组，公共卫
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小组，抢救小组等，完善一系列规章制
度，疫情上报制度，24小时值班制度，疫点处理制度，消毒
隔离制度，漏报调查制度等。对凡建病例档案和病历日志的
科室，查门诊及住院登记，将查出的传染病病例与传染病报
告登记簿核对，同时查对传染病疫情报告卡（包括疑诊或确
诊病例），医院在每次的例行检查中，严格按照区疾控中心
的要求，对一些季节性的传染病加强监控，组织专家定期学
习，能大大增强了门诊医护人员对传染病的防控和处理能力。

二、制订计划、预案制订全年工作计划及措施，并逐步按计
划实施，确保全年工作顺利完成。

在一些季节传染病及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到来之前，做好
工作预案，一旦疫情来临，即启动预案，按预案分步实施，
及时控制疫情，做到忙而不乱，胸有成竹。平时做好医院门
诊医生培训工作每年定期组织全员职工培训，并考核，对于
在考核中不合格的医务人员，给予一次补考的机会，并和年
底绩效相挂钩，确保培训的效果。

三、及时登记上报疫情发现疫情随时登记上报，并利用网络
直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每季度开展一次传染病漏报调查，发现漏报及时补报，在全
年的检查中，没有发现有传染病病例，更没有漏报情况的发
生。

20xx年我院未发现传染病漏报情况，我们将继续学习《传染
病管理条例》，继续落实疫情报告，真正做到早发现、早报
告、早治疗，做好人民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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