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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感染所引起的急性传

染病%主要通过直接接触和粪,口途径传播%可在幼

托机构等儿童聚集区发生暴发流行&本文介绍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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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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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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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出
!D%&

%未分离出其他病毒&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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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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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监测%一旦发现病例%须及时采

取消毒)隔离措施%防止该类传染病的暴发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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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的
5RFI

临床经过

较重%常有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发生率高达
&"A

&

!""#

年安徽阜阳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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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病传染性强%传播途径复杂%流行强度大%传播快%

迄今尚无特殊疫苗和特效的抗病毒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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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的防治措施只能从卫生宣教等方面入手&对于托

幼机构%要预防控制
5RFI

流行%就必须做好日常

的消毒和环境卫生&本次疫情以小班病例为主%小

班在此起疫情中的罹患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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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小龄组

的托幼儿童对
5RFI

的抵抗力低%幼托儿童相互

接触密切%园内空气流通较差%容易引起交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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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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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暴发&

本次疫情采取了以下防治措施'将幼儿园关闭

!

周%进行终末消毒%所有患儿在家隔离治疗%由幼

儿园专人负责每日与患儿家长联系%对每个儿童进

行随访(对托幼儿童使用的玩具等物品严格消毒%经

常开窗通风%保持整洁干净(园内被褥和衣服保持清

洁和干燥%经常在阳光下晾晒(加强对环境卫生和个

人卫生的宣传教育%发放宣传资料%要求家长人手一

份%对家长进行
5RFI

宣传教育%尽量少让儿童到

拥挤的公共场所并尽量减少儿童与患儿的接触等&

由于措施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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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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