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健康教育方案 

（第一版） 

健康教育是以传播、教育、干预为手段，以帮助个体和群体改变

不健康行为和建立健康行为为目标，以促进健康为目的所进行的系列

活动及其过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是一种新型的传染病，需要不

断对医务人员和公众普及和更新引发疾病的病原体、致病机理、诊断

和治疗、流行规律以及预防方法等信息，健康教育工作应注重医院健

康教育与社区健康教育相结合，针对不同人群开展健康教育活动。 

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健康教育工作目标 

（一）及时向公众和医务人员传播普及科学防病知识； 

（二）正确引导公众的参与，防范公众心理恐慌，维护社会稳定； 

（三）指导公众采纳预防疾病和保护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提

高个人和和群体预防保健的能力。 

二、医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健康教育 

医院确定 1～2 名专人负责健康教育工作，相关业务科室至少指

定 1 名人员负责健康教育工作，同时全院范围内各医护人员需全员培

训并掌握基本知识和健康教育技能。具体工作如下： 

（一）环境建设 

1、设置宣传栏、摆放折页等宣传材料，播放宣传音像资料，特

别是在发热门诊等重点诊室，提示就诊患者及其陪护做好防护，并且

根据疫情发展和主要问题，及时更新内容。 

2、在诊室外放置和及时更换洗手液，在发热门诊等重点诊室设

置医用废物垃圾箱，并做好标识和提示，避免院内感染。 

3、设置并公布咨询电话，接受群众咨询。 

（二）医护人员健康教育 

每个科室确定 1名联络员，定期发放健康教育材料，普及和更新

医务人员的防护措施。 



医务人员需全面落实首诊负责制，对首次接诊的病人，询问近 2

周武汉的旅居史或密切接触史、发热、干咳等相关症状，对发热等可

疑病例及时转诊至发热门诊就诊。 

三、社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健康教育 

在社区及所辖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商场等机构开展一系列健康

教育活动，向公众普及相关知识。 

（一）设置宣传栏，并且根据疫情发展和主要问题，及时更新内

容。 

（二）根据实际情况播放防病音像资料。 

（三）通过网站、微信、QQ 群等方式向公众传播相关知识。 

（四）对公众危害健康行为，特别是相关危害健康行为进行干预。 

（五）各级医疗机构和当地政府密切配合，做好健康教育工作。 

（六）设置并公布咨询电话，接受群众咨询。 

四、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健康教育设计 

（一）确立目标 

明确需要解决的问题。如预期健康教育对象的知识、态度、行为

和技能的改变。对于急需进行健康教育的问题，只要不是绝对不可行

的都应努力进行教育。 

（二）明确目标人群 

目标人群包括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患者及其家属、居民、政府官

员等。 

（三）明确主要卫生问题 

    一般情况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卫生问题主要有： 

1、有武汉旅行或居住史，或发病前 14天曾接触过来自武汉的发

热伴呼吸道症状的患者。 

2、未建立良好的日常卫生习惯。 

3、对疫情没有充分的重视，没有做到必要的防护。 

4、在未加防护的情况下接触野生或养殖动物。 

（四）可行因素分析 



1、行为诊断 

分析哪些是由行为引起的，或者和行为相关，或者通过行为改变

的方式可以促使其解决的问题。 

2、教育诊断 

研究分析辖区居民行为改变的相关因素和解决意愿，信念和执行

力，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能力，相关条件的具备程度等。 

（五）确定健康教育方法 

辖区健康教育方法应根据疫情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地

进行，传播方式一般包括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

和社区传播。要根据政府的目的、疫情发展的程度以及受众的特征选

择好传播方式或几种传播方式的最佳组合，组合中包括的方式越多，

传播的效果越好。健康教育要坚持及时、适时、针对性强、形式多样、

信息量大和多层次、全方位、大范围、反复覆盖的原则，更要注重前

瞻性和通俗、适用、可操作性。 

五、健康教育核心信息的提取 

核心信息是指在一定的阶段和范围内，针对特定的目标人群及主

要健康问题而制定的健康信息，是要求目标人群掌握的最重要的、最

基本的信息。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核心信息应包括事件的类别、预警级别、

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等，同时还要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①政府应对疫情的决策、行政措施，适用的法

律法规以及各项预防控制措施。②个人、单位、社区、公共场所要采

取的主要应对措施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和义务。③与疫情相关的基本

知识和技能。④政府应对疫情的主要处置机构、救治机构的名称、地

点及联系电话。⑤免费咨询或救助、心理疏导、心理危机干预的热线

电话。⑥各种防控干预措施、取得的效果和科研工作的进展。 

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健康教育的主要内容 

（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临床表现 

（二）在什么情况下要去医院就医 



（三）去医院就医需要注意什么 

（四）什么是密切接触者 

（五）为什么密切接触者要医学观察 14 天 

（六）公众如何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七）近期去过武汉应注意哪些情况 

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健康教育的实施 

（一）快速利用现有资源，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 

快速有效的利用各种教育形式宣传有关知识，制作必要的宣传资

料，及时分发给群众，有针对性的宣传普及防护常识，传染病预防、

合理膳食、日常生活卫生知识和消毒、杀虫方法。同时运用“个别劝

导、讲座、咨询”等方式，做好有关人群的心理危机疏导干预，配合

新闻媒体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二）加强信息沟通，及时发布信息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疫情动态，并提供科学、可靠的健康教育知

识和行为指南。 

（三）提供多种获得信息的途径 

向公众提供多元化信息途径，注重指导公众采取简单、可行、有

效的防护措施，如医疗救治机构门诊候诊室的健康教育可采用口头宣

传、宣传栏、图片、海报、手册、宣传单、标语等进行宣传；医生诊

疗室的健康教育可采用交谈、发放健康处方等形式进行。公众健康教

育可采用咨询热线、网络、媒体等形式进行宣传。 

县（区）疾控中心要根据需要制定必要的宣传资料，发挥社区的

健康教育队伍力量，将宣传资料（包括上级下发资料）快速地发放到

疫区和群众的手中，同时组织相应的咨询宣传工作，组织指导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和相关单位开展健康教育活动。设置并公布咨询电话，接

受群众咨询。 

（四）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公众以积极的心态应对突发事件的打击，

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和因心理失衡造成的自我伤害。 



附件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健康教育核心信息 

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临床表现 

患者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乏力，呼吸道症状以干咳为主，并逐

渐出现呼吸困难，严重者表现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

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部分患者起病症状轻微，

可无发热。 

多数患者为中轻症，预后良好，少数患者病情危重，甚至死亡。 

二、如果出现早期临床表现，是否意味着自己被感染了？什么情

况下需要就医？ 

如出现发热、乏力、干咳表现，并不意味着已经被感染了。 

但如果出现发热（腋下体温≥37.3℃）、咳嗽、气促等急性呼吸

道感染症状，且有武汉旅行或居住史，或发病前 14 天层接触过来自

武汉的发热伴呼吸道症状的患者，或出现小范围聚集性发病，应到当

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排查、诊治。 

三、去医院就医需要注意什么 

就医时，应如实详细讲述患病情况和就医过程，尤其是应告知医

生近期的武汉旅行和居住史、肺炎患者或疑似患者的接触史、动物解

除书等。特别应注意的是，诊疗过程中应全程佩戴外科口罩，以保护

自己和他人。 

四、什么是密切接触者？ 



与发病病例（疑似和确诊病例）有如下接触情形之一者属于密切

接触者： 

（1）与病例共同居住、学习、工作或其他有密切接触的人员； 

（2）诊疗、护理、探视病例时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的医护人员、

家属或其他与病例有类似近距离接触的人员； 

（3）病例同病室的其他患者及其陪护人员； 

（4）与病例乘坐同一交通工具并有近距离接触人员； 

（5）现场调查人员调查经评估认为符合条件的人员。 

五、为什么密切接触者要医学观察 14 天？ 

目前对密切接触者采取较为严格的医学观察等预防性公共卫生

措施十分必要，这是一种对公众健康安全负责任的态度，也是国际社

会通行的做法。参考其他冠状病毒所致疾病潜伏期、此次新型冠状病

毒病例相关信息和当前防控实际，将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期定为 14

天，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居家医学观察。 

六、公众如何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1）保持手卫生。咳嗽、饭前便后、接触或处理动物排泄物后，

要用流水洗手，或者使用含酒精成分的免洗洗手液。 

（2）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避免到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公众场

所和人多集中的地方，必要时请佩戴口罩。咳嗽和打喷嚏时使用纸巾

或曲肘遮掩口鼻，防止飞沫传播。 

（3）医院就诊或陪护就医时，一定要佩戴好合适的口罩。 

（4）良好安全的饮食习惯，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切菜板及刀具要



分开，做饭时彻底煮熟肉类和蛋类。 

（5）尽量避免在未加防护的情况下接触野生或养殖动物。 

七、近期去过武汉，回到居住地后要注意什么？如出现临床症状，

是否要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相关检查？ 

回到居住地之后，可在 2 周内注意关注自身健康状态，密切观察

身体状况。如果接到疾控部门通知，需要接受居家医学观察，不要恐

慌，不要上班，不要随便外出，做好自我身体状况观察，定期接受社

区医生的随访。如果出现发热（腋下体温≥37.3℃）、咳嗽、气促等

急性呼吸道感染早期临床症状，请及时到当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排查、

诊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