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医院结核病报告制度及流程(汇
总5篇)

报告，汉语词语，公文的一种格式，是指对上级有所陈请或
汇报时所作的口头或书面的陈述。报告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
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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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结核病报告制度及流程篇一

第一条为切实加强本局政务值班工作，确保上情下达、下情
上报和政令畅通，进一步建立上下联动、信息互通的政务值
班网络，全面做好紧急重大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置工作，制
定本制度。

第二条切实加强对人社政务值班工作的领导。全局政务值班
工作由局长总部署，分管办公室领导具体抓，局办公室作为
职能部门负责局机关政务值班的日常工作。

第三条县人社局机关工作时段政务值班室设在局办公室，值
班电话：；非工作时段政务值班室设在门卫值班室，值班电
话：。当值人员必须做到临机值守，随时接听，完整记录。
节假日政务值班严格按照局节假日值班表排定的班次和具体
要求执行，并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制度、交接-班和值班日志登
记制度、“日报告”、“零报告”制度。

第四条落实值班责任，值班人员必须坚守岗位，及时处理好
电话、传真、函件及突发事件，认真做好值班记录。对本部
门重大突发事件、事故和重要社会动态等紧急重大事件，做
到迅速掌握情况，在及时处置的同时，立即向局主要领导汇
报情况，必须在1小时以内迅速准确上报县政府办公室（县政
府办公室值班电话：）。局班子成员手机要保持24小时畅通，
确保遇有突发事件处置快速有效。



第五条实行“首报事件、续报详情、终报结果”的信息报告
办法。信息报告的内容要简明、准确。首报信息的内容包括：
突发事件发生时间、地点、事件、可能造成的伤亡和影响情
况等。续报信息的内容主要包括：事发单位或事发地基本情
况，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影响范围，事件发展趋势、
处置情况、请求事项和工作建议等。对突发事件处置的新进
展、可能衍生的新情况要及时续报，续报工作可视情况多次
进行。事件处置结束或险情、灾情消除后，要进行终报。不
得以任何理由迟报、缓报，或者只处理不报告，更不得不报、
漏报、瞒报。

第六条突发事件信息上报必须严格进行审核。报告的一般信
息必须由局分管领导把关签字，加盖单位印章后上报；重大
信息必须由局主要领导把关签报。每条信息结尾处必须注明
报告时间、签报人、编辑人姓名、联系电话等。报告信息，
原则上以书面报告为主，传真报告、电子邮件报告为辅。若
受工作环境等因素制约，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报告的，
上报后，要及时通过电话确认收到方可。信息报告工作由具
体业务承办责任人负责，政务值班人员要及时加强与信息报
告人员的沟通衔接，确保上情下达和信息接收渠道畅通。涉
密信息报告，要严格按照保密规定办理。

第七条严禁带班、值班人员酒后值班和擅离值班岗位，严禁
值班人员聚众玩牌、聊天，严禁值班人员占用值班座机与人
通话闲谈。

第八条非工作时段政务值班与内保值班实行两责合一，政务
值班带班领导和值班人员必须加强内保值班工作，防止治安
案件发生，并严格执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相关规定。

第九条政务值班人员要加强业务学习，不断提高政策理论水
平、公文处理能力、现代化办公设备使用能力、信息处理能
力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第十条严明值班纪律，严肃责任追究。凡带班、值班人员在
政务值班中无故缺班，擅离岗位，玩忽职守，工作不力，甚
至隐瞒真-相，迟报、漏报、谎报、压报、瞒报或不按程序报
告信息，以及政务值班信息接收渠道不畅，造成工作被动、
事态扩大等严重后果或重大影响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严肃追究相关
领导和具体工作人员的责任。

医院结核病报告制度及流程篇二

1、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中的传染性
非典型性肺炎的病人，禽流感、肺炭疽、病原携带者和疑似
传染病病人时，立即报告(2小时内)防保科，并报出传染病报
告卡。

2、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乙类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
病病人时，应在12小时内，报出传染病报告卡。

3、认定发现传染病的时间，在一般情况下，病区以化验室结
果报出的时间为准，1天或1天以上为迟报，3天或3天以上为
漏报。

4、门诊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符合临床症状的传染病病人，
或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时，按法定报告时间报出，
否则，按不报定性。

5、对发现法定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和疑似
传染病病人不报或漏报的责任人，每发现一例，扣奖金100
元;每发现一例迟报的责任人，扣奖金50元。

6、发现甲类、乙类传染病病人或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
人时，必须填写报告卡，填写报告卡必须按规定填写清楚，
不得缺项，如发现缺项，每项扣奖金5元。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医院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条款
可予1000元以下的处罚，情节较严重的，按有关法律，给予
直接责任人行政处分。

1、发现传染病病人或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因不报或漏报，造
成严重后果的。

2、造成传染病的医源性感染、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和致
病性微生物扩散的。

3、因执行职务人员工作疏忽，末及时采取措施，造成传染病
传播、流行。

1、被确定为需要报告的慢性病，按规定的报告制度向防保科
报告。

2、医务人员在日常门诊，住院工作中发现居住市区的病人，
患有冠心病急性发作，新发糖尿病、恶性肿瘤等规定的慢性
病必须在出院前报防保科，否则作漏报处理，每发现一例扣
奖金50元。

3、填写报告卡必须按规定填写清楚，不得缺项，如发现缺项，
每项扣奖金5元。

4、医务人员在日常门诊，住院病人中发现急性职业病、急性
职业中毒或疑似病人，以及属于在生活中误服或口服引起的
农药中毒病人时，应及时(2小时)向防保科报告，并在24小时
内填写报告卡(向防保科索要)。末按要求及时报告或瞒报、
漏报的，每发现一例扣奖金50元。造成严重后果按相关条例
处理。

医院结核病报告制度及流程篇三



一、总则

（一）目的

1、提高传染病监测的敏感性和疫情报告的及时性，做到“早
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2、提高传染病疫情监测报告质量，及时、准确地掌握传染病
的发病情况和流行病学分布特征，为制定科学、有效的预防
控制措施提供依据。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条例实施细则》、《传染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规范》等规
范性文件，制定本制度。

（三）疫情报告及信息管理工作的原则

1、按照“依法报告，依法管理”的原则。传染病报告实行谁
接诊，谁报告。

2、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授意他人隐瞒、
缓报、谎报。

二、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制度

传染病疫情的通报与公布，按卫生部《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方案（试行）》执行。

传染病防治知识，熟练掌握传染病诊断、报告、隔离消毒及
疫情处理的程序，切实增强传染病疫情报告意识，发现传染
病病例要认真做好传染病登记，填写传染病报告卡，在规定
时限内通过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进行报告。

2、责任报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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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报告病种：共39种

甲类传染病：2种 鼠疫、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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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高致病性禽流感、甲型h1n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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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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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和地方斑疹伤寒、黑热病、
包虫病、丝虫病，除霍乱、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伤寒
和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

卫生部决定列入乙类、丙类传染病管理的其他传染病。

5、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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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灰质炎、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病人、疑
似病人或病原携带者时，应于2小时内以最快的方式向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报告。发现其他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暴发时，
也应及时报告。对其他乙、丙类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和病
原携带者在诊断后，应于24小时内进行网络报告。其他符合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标准的传染病暴发疫情，按规定要求
报告。

6、医院各门诊分别建立传染病门诊日志，肠道门诊设立肠道
门诊日志，对各类传染病予以详细登记，并填报传染病报告
卡。



住院部、临床各科室要建立出入院登记薄，对本科所有入院
传染病病人进行详细登记，按照规定及时上报。

7、门诊医生诊治病人，必须登记门诊日志，要求登记项目准
确、完整、字体清楚。

8、检验科、放射科应根据结果，对所有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
的患者进行疫情报告。

9、对报告病人诊断变更、病人死亡或填卡错误时，应及时进
行订正报告，卡片类别选择订正项，并注明原报告病名。发
现漏报的传染病，应及时补报。

10、传染病报告卡应使用钢笔填写，内容完整、准确、规范，
字迹清楚。

11、本院任何人员不得瞒报、漏报、谎报或授意他人隐瞒、
谎报

12、诊治传染病病人时，要按规定作好消毒、隔离工作。

13、疫情管理人员要按规定作好疫情的收集报告工作，每天
或每周一次传染病漏报自查，做好门诊日志、传染病登记册、
自查统计、奖惩情况等资料收集并存档。传染病报告卡、传
染病登记本保存三年。

14、责任报告人、疫情管理人、医院负责人不履行职责，违
反以上规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有关规定
予以处理。

1．认真按实记载门诊日志，门诊日志为发现、检索传染病的
基础资料。

2．检验科、放射科发现传染病的阳性结果时，电话报告防保



科和临床首诊医师。检验科专人负责填写传染病登记本和痰
检登记本，放射科专人负责填写肺结核病登记本和肺结核转
诊三联单。

3．传染病疫情报告实行首诊负责制，任何责任疫情报告人在
首次诊断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或接到检验科或放射科的报
告后，应立即填写传染病报告卡，卡上标记的星号部分必填，
内容完整、准确，字迹清楚，同时电话报告防保科。

4．责任疫情报告人对报告病例诊断变更、已报告病例死亡或
填卡错误时，应重新填写传染病报告卡进行订正报告，卡片
类别选择订正项，并注明原报告病名。对报告的疑似病例，
应及时进行排除或确诊。订正后及时电话报告防保科。

5．传染病报告病种包括：法定传染病（甲类2种、乙类25种、
丙类10种和卫生部决定列入乙类、丙类传染病管理的其它传
染病）；省级人民政府决定列入乙类、丙类管理的其他地方
性传染病和其它暴发、流行或原因不明的传染病；不明原因
肺炎病例和不明原因死亡病例等重点监测疾病。

6．传染病报告实行属地化管理。防保科在接到传染病信息报
告后，根据传染病报告要求和时限，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网
络直报（甲类、乙类甲管的传染病、其它传染病和不明原因
疾病暴发时应在2小时内，其它乙、丙类的传染病和规定报告
的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应在24小时内）或电话报告或卡报市疾
控中心，并认真填写传染病总登记簿和肺结核转诊登记簿。
保存传染病报告卡3年。

7．发现15岁以下急性弛缓性麻痹(afp)疾病病人应立即电话报
告防保科，同时填写传染病报告卡，要求询问患儿家长姓名、
住址、电话号码。

8．日常诊治过程中发现传染病暴发苗头，应立即电话报告防
保科，防保科核实后及时向市疾控中心报告。



9．防保科对收到的传染病报告卡进行审核，对有疑问的报告
卡必须及时向填卡人核实。及时做好订正报告。每日对报告
信息进行查重，对重复报告信息进行删除。对定期督查中发
现漏报的传染病病例，应及时补报。

传染病核对自查和奖惩制度

1．各科门诊日志登记完整。防保科每月1次核查各科门诊日
志上有无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漏登和漏报。

2．首诊医师发现传染病病人或疑似传染病病人除电话报告防
保科外，应立即填写传染病报告卡，传染病报告卡填写完整、
准确。儿科传染病报告卡要填写家长姓名、学校名、年级及
班级。防保科每月核查各科室传染病漏报率和迟报率。

3．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传染病暴发疫情时，要立即报告。

4．肺结核病人的就诊、报告、转诊，严格按照肺结核就诊流
程图执行。防保科每月1次核查放射科结核病登记、报告情况。
不得漏登、漏报。

5．防保科每月1次核查检验科检查结果登记簿和阳性结果登
记簿，不得漏登、漏报。

6．防保科每月核查传染病报告卡与传染病总登记薄一致性，
与传染科住院病历一致性；每月单病种传染病数与网络直报
数一致性；肺结核转诊单第一联存根与肺结核病转诊登记簿
一致性。

7．防保科每月将结查结果记录在质控记录薄上，并及时反馈
至相关科室。

8．防保科对每一张传染病报告卡进行审核，每日对报告信息
进行查重，对重复报告信息进行删除。及时做好订正报告。



对定期督查中发现漏报的传染病病例，应及时补报。

9．防保科将传染病疫情报告自查情况反馈给院办，院办按照
考核要求，进行传染病疫情报告考核、奖惩。漏报一例法定
传染病扣 元 ，…….

传染病疫情报告培训制度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一章第十条的规
定，制定本制度。

2．不定期对全院医务人员进行传染病疫情登记和报告的培训，
尤其加强新入院的医生和实习生的培训工作，增强传染病报
告意识，防止传染病的漏登和漏报。配合科教科做好医护人
员传染病防治知识、技能的定期培训工作。

3．采用集中培训和分科室培训、考试方法，集中培训全年不
少于一次。

4．培训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重点传染
病和新发传染病的培训、传染病疫情报告和登记要求、传染
病报告卡填卡要求、肺结核归口管理要求、疾病监测和报告
要求、传染病的诊断标准和如何做好传染病病人及其家属的
健康教育工作等。

5．将传染病知识培训纳入继续再教育学分内容。

医院传染病诊断、登记、报告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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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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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传染病网络直报制度

一、计算机网络管理维护及人员配置

（一）配备专用计算机1台进行疫情网络直报工作；

（二）配备2名工作人员负责传染病疫情报告卡的收集、录入、
初审及相关传染病管理工作，建立ab角工作制。

二、责任报告人填卡要求

责任报告人在首次诊断传染病病人后，应立即填写完整的'合
格的传染病纸质报告卡。包括初次报告、订正报告（含死亡
订正）。医生填卡时，尽力询问病人的详细现住地址，得到
病人的准确可靠地址，具体到乡镇、街名和门牌号。

三、直报人员职责及网络填报要求



（三）在国家疫情网络直报系统中，按要求直接网络直报。

（四）在国网录卡时，将“现住址国标”下拉框逐级选至乡
镇级；

（五）若病人为学生，必须在患者单位栏内填写学校正式全
称及班级名称，勿用简称；

（七）纸质卡片是电子疫情资料形成的重要原始依据，要保
留3年备查。

医院传染病报告自查与奖惩制度

二、查门诊登记本、日志及卡片是否填写完整，清楚，及时。

三、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处理和整改措施。

四、对在自查中发现的问题给予奖惩

（二）出现传染病迟报1例，当事人扣50元；漏报1例，当事
人扣100元。

（三）卡片填写不准确或缺项扣20元。

医院门诊日志、住院病人登记管理制度

一、门诊日志

（二）门诊日志由临床医生填写，填写完整率要达到95%以上；

（三）就诊患者门诊日志登记符合率不低于90%。

二、住院病人登记：住院登记包括姓名、性别、年龄、住址、
职业、入院日期、入院诊断、出院日期、出院诊断、转归情
况，须逐项填写，由护理部妥善保存。



医院检验科、放射科传染病登记管理制度

一、建立异常信息报告记录本，做好异常结果的登记，及时
将异常结果反馈给医生或疫情报告人员，并做好反馈后的记
录。

二、检验科登记及反馈：登记项目包括送检科室或医生、送
检日期、姓名、性别、送检样品、化验项目、化验结果、检
验人员和报告日期，异常结果必须反馈送检医生处，并有记
录。

三、放射科登记及反馈：登记项目包括开单科室、检查日期、
病人姓名、性别、检查结果、初步诊断和报告日期，异常结
果必须反馈送检医生处，并有记录。

医院传染病报告培训制度

一、培训对象为全院所有医务人员。

二、制定培训计划：每年对所有医务人员至少培训一次，新
来人员在岗前培训时必须进行《传染病防治法》及传染病报
告相关内容培训。培训结束后，要对培训情况进行总结。

三、培训时间：每年上半年、下半年各培训一次，新进人员8
月培训。

四、培训内容：根据需要选择性的培训《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医疗机构预检分诊管理
办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
法》、《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部分《传染病诊断标
准》等。

五、考核：根据培训内容对参训人员进行考核（答卷），不
合格者需补考至合格为止。



医院传染病报告资料使用和保存制度

一、纸质传染病报告卡保留三年。

二、对各种传染病的相关资料及时进行整理存档。

三、其它疫情管理资料也要妥善保存。

四、对全年的疫情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五、任何人员不得将传染病疫情的相关信息、资料向外泄露，
要严格保密，如有泄露者，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罚，
构成犯罪的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医院结核病报告制度及流程篇四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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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式和时限报告。

2.传染病报告病种(37种)

甲类传染病(2种)：鼠疫、霍乱。

乙甲传染病（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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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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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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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发现甲类传染病（鼠疫、霍乱）和乙类传染病中的肺炭疽、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脊髓灰质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的
病人或疑似病人时，或发现其他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暴发
时，必须立即电话报告医院感染管理办公室及医教部，医教
部应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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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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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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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地方传染病病员向区疾病控制中心网络直报，部队传染病
病员应向医院预防保健科报告，由预防保健科向卫生处报告。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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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管理办公室应立即报告医
教部，同时向院首长报告，医院应在最短时间内向上级卫生
部门报告，同时填写《传染病报告卡》。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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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要求。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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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结核病报告制度及流程篇五

1、认真按实记载门诊日志，门诊日志为发现、检索传染病的
基础资料。15岁以下传染病病人或疑似传染病病人必须记载
家长姓名、学校年级及班级。

2、检验科、放射科发现传染病的阳性结果时，要询问并登记
病人的详细住址和电话号码，同时电话报告防保科和临床首
诊医师。

3、临床首诊医生在接到检验科或放射科的报告后，应及时填
写传染病报告卡，报告防保科。

4、传染病疫情报告实行首诊负责制，任何责任疫情报告人在
首次诊断传染病病人或疑似传染病病人后，应立即填写新的
传染病报告卡，卡上标记的星号必填，同时报告防保科。对
于疑似传染病病人，应在短期内填写传染病订正卡，并上报
防保科。

5、防保科根据传染病报告要求，立即进行网络直报或卡报市
疾控中心，并认真填写传染病总登记簿和肺结核转诊登记簿，
保存传染病报告卡3年。

6、对于15岁以下急性弛缓性麻痹(afp)疾病病人应立即电话报
告防保科，同时填写传染病报告卡，要求询问患儿家长姓名、
住址、电话号码。

7、报告时限：甲类和乙类甲管的传染病在2小时内，乙类传
染病在6小时内，丙类传染病在12小时内。

8、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于2小时内向医院办公室、卫生局报告。



9、住院部发现传染病病人或疑似传染病病人，应及时填写传
染病报告卡，并电话报告防保科，同时转尘洁分院治疗(肺外
结核和结核性胸膜炎除外)。

10、日常诊治过程中发现传染病暴发苗头，应立即电话报告
防保科，防保科核实后及时向市疾病中心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