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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

登革热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州、市、县、区人民政府,省直有关部门:

登革热是由登革病毒引起的急性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埃及

伊蚊或白纹伊蚊叮咬传播,是传染病防治法规定报告的乙类传染

病。2015年以来,受气候等因素影响,我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

德宏州瑞丽市、临沧市耿马县等地不同程度出现登革热疫情,防

控形势较为严峻。国务院领导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对此高度

重视,多次就防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和指示。为贯彻落实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有关要求,现将做好登革热疫情防控工作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各州、市、县、区人民政府要从讲政治、保稳定、促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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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充分认识登革热防控对当前我省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

义。要把登革热防控作为当前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进行部署,切

实加强领导,主要领导亲自过问,分管领导亲临一线督查抓落

实,确保各项防控措施的有效落实。各级政府要成立分管领导担

任组长的登革热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统一组织领导登革热等传染

病防控工作。

二、密切配合,联防联控

各级卫生计生、检验检疫、海关、农业、林业、教育、外

事、旅游等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联防联控,

促进各项综合防控措施的全面落实。各部门要按照工作职责和任

务要求,制定本部门的工作预案和方案,明确工作计划安排,落

实责任人。对防控措施落实不力,造成疫情传播扩散的,要严格

追究责任。

三、落实措施,科学防控

(一)加强疫情监测工作。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加强发热门

诊病人的监测工作,凡发现眼眶痛、关节肌肉痛等症状和 “三

红暠体征的病例,要主动询问流行病学史,特别是发病前15天

内有无赴境内外登革热流行区旅游、务工或生活史及可疑蚊虫叮

咬史;及时将疑似登革热患者的标本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检

测;对确诊的登革热病例,要及时报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边境

地区各级各类学校要实行班主任负责制,开展学生体温晨检,做

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二)加强传染源管理。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对经确诊的登革

热输入病例实行就地严格隔离和治疗,努力避免死亡病例出现和

二代病例发生。对输入性登革热病例密切接触者应进行15天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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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医学观察。发现本地感染病例后,应按照疫区防治措施进行处

理,防止局部地区发生登革热流行,并每日在疫点地区主动搜索

可疑病例,及时进行诊断和处理。做好疫点、疫区内不明原因发

热者的家庭访视,必要时进行防蚊隔离处理或医学观察。

(三)加强传播媒介控制工作。各地要大力开展以灭蚊、清

理蚊虫孳生环境为主的爱国卫生运动,切实把蚊虫密度控制在安

全水平以下。对疫点进行紧急灭蚊喷洒,降低登革热媒介伊蚊密

度。同时,要针对不同蚊种、不同的孳生地特点采取相应措施,

将疫区范围内媒介伊蚊蚊幼布雷图指数降至5以下。

(四)加强健康防病科普知识宣传。各级新闻宣传部门要主

动配合卫生计生部门组织开展健康防病科普知识的宣传教育,引

导广大群众正确认识登革热是一种可防可治的常见传染病,指导

群众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各级媒体的宣传报道要坚持公开透明,

正确引导舆论,科学宣传普及知识。

(五)加强卫生应急储备。各地要根据登革热防控工作需要,

安排必要的防治经费,并提前做好药品、杀虫剂、检测试剂的储

备工作,做到有备无患。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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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

院,省检察院,云南省军区。
滇中新区筹备组。

暋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10月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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