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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 课程 

教   案 

授课题目 第 4 章  流行性感冒 授课时间长度 1 课时 

授课类型 网络授课 授课对象       19 级大专护理             

教学 

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流行性感冒的概述。 

2．掌握流行性感冒病人的护理评估。 

3．熟悉流行性感冒病人常见的护理诊断及合作性问题。 

4.掌握流行性感冒病人的护理措施。 

能力目标 

1．通过学习让学生更好的鉴别流感，掌握流感典型的临床

表现。 

2．能够运用自身的知识，采取科学合理的护理措施。 

情感目标 
培养学生认真负责工作作风及关心、尊重病人的良好职业

素质。 

教学重点 
1． 流行性感冒病人的临床表现。 

2． 流行性感冒病人的护理措施。 

教学难点 
1．鉴别流行性感冒与普通感冒、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2．流行性感冒病人的护理措施。 

内容讲解 

四导：思想政治引导、修为表现指导、心理健康疏导、职业生涯诱导 

教学理念：大爱之心办学，大爱之举育人 

校训：文明  诚信   勤奋   创新 

一、病原学 

    流感病毒分为甲、乙、丙三型。其中甲型病毒的 H（血凝素）和 N（神经

氨酸酶）易发生变异而形成新的亚型，从而引起大流行。 

二、发病机制  流感病毒侵入呼吸道上皮细胞内复制引起细胞变性与坏死和

毒血症。 

三、流行病学   

1、 传染源 : 病人及隐性感染者为主要传染源  

2、 传播途径 : 主要经空气飞沫传播  

3、 人群易感性 

4、 流行病学特征 : 具有发生突然、传播迅速的特点，多发生在冬春季 

  人群聚的地区。儿童和老年人出现并发症机会大，死亡率高。 



四、临床表现   

潜伏期 

流感可分为三个型： 

1、单纯型 全身病毒血症重，而呼吸道的卡他症状轻 

2、肺炎型 好发于老年、幼儿，一般流感症状+肺炎的症状及体征+X 线

胸片的改变 

3、轻型 急性起病，轻、中度发热，全身及呼吸道症状轻，2～3d 内痊

愈。 

4、其他型流感   ①胃肠型   ②脑膜脑炎型   ③心肌炎型和心包炎型                        

④肌炎型  

5、并发症   

5.1 呼吸系统并发症： 

主要为继发性细菌感染，包括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急性鼻旁窦炎、

细菌性气管炎、细菌性肺炎等，主要致病菌有肺炎链球菌和流感嗜血

杆菌，老年患者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也比较常见。 

5.2 肺外并发症： 

主要有休克、中毒性心肌炎和瑞氏综合征。 

五、流行性感冒与普通感冒的鉴别 

流行性感冒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鉴别 

六、实验室及其他检查 

1、血常规  白细胞总数减少，尤其是中性粒细胞显著减少。 

2、病毒分离   是确定诊断的“金标准”。 

3、特异性抗原检测及核酸检测 

4、血清学检查  对早期病例的诊断意义不大，用作回顾性诊断。 

七、治疗要点  

1、抗病毒治疗：抗病毒治疗是流感治疗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环节，发

病 48h内尽早使用抗病毒药物： 

（1）神经氨酸酶抑制剂    （2）离子通道阻滞剂    

（3）其他抗病毒药物 



2、中医药辨证治疗        

3、病情观察    加强支持治疗，维持内环境稳定，防止继发感染。       

4、心理辅助治疗 

八、常见护理诊断、问题 

1、体温过高  与病毒感染有关。 

2、气体交换受损  与病毒性肺炎合并细菌感染有关。 

3、知识缺乏   

九、护理措施 

（一）体温过高 

1．休息与活动 

2．饮食 

3．采取有效降温措施   

4．遵医嘱用药   

5．病情观察抗病毒治疗 

（二）气体交换受损  

1．吸氧  观察病人出现咳嗽、咳痰、胸闷、气急等肺炎症状时应及时报告医

师，并应协助其取半卧位，遵医嘱给予吸氧、吸痰。必要时给予呼吸机辅助

呼吸。 

2．病情观察。 

（三）健康教育 

1．疾病知识指导   

2．传染病预防指导  （1）控制传染源  （2）切断传播途径  （3）保护易

感人群  

（四）心理护理 

1、主动关心患者 

2、与患者沟通 

3、了解患者的痛苦 

4、尽可能用体贴的语言安慰患者。 

教学反思 



通过四导、教学理念、校训切入本章的学习， 同学们对流行性感冒有了更加深刻的认

识，掌握呼吸道传染病的相关防护知识，为抗击疫情奉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在学

会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要注意学生心理疏导，能够以积极地心态面对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