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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安徽省安徽省安徽省安徽省学校卫生学校卫生学校卫生学校卫生监测监测监测监测和学生常见病防治和学生常见病防治和学生常见病防治和学生常见病防治技术指导技术指导技术指导技术指导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为了履行卫生部《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基本职责》（卫疾控发

〔2008〕68 号附件），规范我省学校卫生监测和学生常见病防治工作，

完成《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绩效评估标准（2012 年版）》中“区域指标

4.1（健康危险因素监测与干预--学生常见病防治督导监测覆盖率）”

和“机构指标 4.5.1（学生常见病防治督导和教学环境监测覆盖率）”

的评估要求，现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一一一、、、、目的与目标目的与目标目的与目标目的与目标    

㈠目的：长期、系统收集学生常见病防治和教学环境监测信息，

分析和发现存在的学生健康问题及相关影响因素，为政府教育和卫生

行政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和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㈡具体目标： 

⒈ 在省、市、县范围内，实现以监测点校为单位的学生常见病

防治督导覆盖率≥90%。 

⒉ 在省、市、县范围内，实现以监测点校为单位的教学环境卫

生监测覆盖率 100%。 

⒊ 建立各级学生常见病防治和教学环境监测数据库。 

二二二二、、、、执行范围与工作内容执行范围与工作内容执行范围与工作内容执行范围与工作内容    

㈠ 执行范围：全省所有市、县（市、区）。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设立监测点校数，按辖区内小学、初中、高中学校总数的比例（城

市为≥30%、农村为≥20%）确定（学校规模满足 500 人以上）。 

㈡ 工作内容： 

1.学校卫生监测 

学校卫生监测主要包括健康监测和卫生监测。在监测点校内开展

工作，按照全省统一的技术标准，对学生生长发育、现时营养状况、

常见疾病和传染病、学生健康相关危险行为及学校教学环境进行定期

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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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健康监测 

监测对象：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按各自的监测点校的学生总数

计算，全体在校健康学生均为监测对象。 

监测指标与评价方法 

①生长发育监测：身高、体重、胸围、脉搏、血压、肺活量。 

评价指标：个体生长发育等级（按各年龄段身高、体重标准均值）；

群体评价计算各等级所占比例（%）。 

②现时营养状况监测：身高、体重。 

评价方法：身高标准体重法或体脂指数法 

评价指标：肥胖、超重和营养不良率 

③常见病监测 

监测疾病：近视、沙眼、龋齿、贫血、营养不良与肥胖、肠道蠕

虫病等。 

评价指标：视力不良率、近视率、新发近视率（新学年新发近视

人数/上学年视力正常人数×100%）；沙眼患病率；龋患率、恒牙龋均、

龋齿充填率；贫血患病率；营养不良率；肠道蠕虫感染率。 

其中贫血、肠道蠕虫病监测小学和初中每年级随机抽取 2 个班

（每个班人数不少于 40 人）和高二年级学生；如当地学生肠道蠕虫

感染率低于 2%（当年监测资料），可每隔 2年监测一次。 

④学生因病缺课和死亡情况监测 

疾病登记：以病例为单位，一次疾病过程为一个病例，另一种疾

病或同一种疾病另一次发生，则为又一病例。 

缺课以“人天”为单位计算。6 个课时为一天，“1～3 学时”记

为半天。 

因病缺课人天数＝∑每例因病缺课病天数 

学生因病休退学情况：主要指精神疾病、传染病和心血管病三种，

此外以其他疾病登记。 

学生死亡情况：分疾病死亡和意外死亡。 

（2）学校教学环境卫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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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对象 ：在各监测点校抽取有代表性的教室作为样本，按学

校教室的不同结构、层次、朝向、单侧采光、双侧采光的不同类型确

定监测教室样本数，一般不少于 6间教室。以下各项指标测量均在抽

样教室中进行。 

监测指标与评价方法 

①教室人均面积：应符合国家 GB50099-2011《中小学校建筑设

计规范》的规定。按每个教室使用人数计算，每人所占面积小学不少

于 1.25m2，中学不少于 1.44 m2。 

评价指标按达到标准程度计算，即符合标准的教室占总抽样教室

的百分比。测量教室面积和学生人数，分别计算各教室的人均面积。 

人均面积=被测教室面积/该教室学生人数 

②教室课桌椅 

评价标准和指标：按照国家 GB/T3976-2002《学校课桌椅卫生标

准》的规定。计算课桌椅分配符合率，测量在座学生身高及相应课桌

椅高度，被测课桌椅号数在使用者身高范围内，则分配符合标准。 

% = 100%×课桌或课椅号与就座学生身高相符合的人数
课桌或课椅分配符合率（ ）

被测学生人数  

③黑板 

评价标准和指标：应符合国家 GB50099-2011《中小学校建筑设

计规范》中有关规定。指标：黑板尺寸、表面状况和黑板面反射系数。 

④教室采光 

评价标准和指标：应符合国家 GB/T7793-2010《中小学校教室采

光和照明卫生标准》的规定。教室采光系数不低于 2%；墙壁（后墙）

反射系数为 70%～80%；玻地比不低于 1:5。 

评价指标：教室朝向、采光方向、采光系数、后墙壁反射系数、

玻地比。 

% = 100%×室内照度
采光系数（ ）

室外照度  ；   
% = 100%×反射照度

反射系数（ ）
入射照度  



 4

玻地比计算：计算教室玻璃总面积为 1，求出与地面面积的比例，

以 1比多少来表示。 

⑤教室照明 

评价标准和指标：按照国家 GB/T7793-2010《中小学校教室采光

和照明卫生标准》的规定，教室桌面照度为 300lx。 

评价指标：教室桌面平均照度、灯桌间距、灯管垂直黑板、控照

式灯具、黑板灯管。     

⑥教室微小气候 

评价标准和指标：应符合国家 GB50099-2011《中小学校建筑设

计规范》中有关规定。教室 CO2浓度应低于 0.15%。 

评价指标：教室中 CO2浓度和教室温度。 

⑦教室噪声 

评价标准和指标：应符合国家 GB50099-2011《中小学校建筑设

计规范》中有关规定。教室噪声≤65dB；两排教室相对边长距≥25

米；教室不受音乐室干扰。 

2.学生常见病防治与管理 

通过开展学生常见病防治，可以系统了解和收集全省中小学生常

见病综合防治资料，分析学生常见病的患病及变化趋势，确定防治对

策，评估防治效果。全省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将学生常见病的防

治纳入本部门工作职责范围，保证有专人负责指导学校开展防治工

作，并积极收集相关资料。 

（1）防治策略： 

①以多种层面、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为主要手段，促进学生健康

行为的形成，有效预防学生疾病的发生。 

②建立健全学生健康危险行为和疾病信息监测体系。定期的收集

信息，为学生防病计划与政策的制定，干预措施的评估以及卫生与教

育部门对学生的个性化指导及服务提供依据。 

③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对重点人群、高危人群采用个性化

的方法，预防和控制疾病的发生，以保证学生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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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健康档案管理 

健全完善全省各级疾控机构和学校的学生健康信息系统，努力使

所有中小学校应用计算机软件对学生健康信息进行管理及反馈。 

三、组织实施 

（一）各市、县疾控中心应在年初制定本辖区学校卫生监测、常

见病防治及督导工作计划，积极与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沟通，落实监测

点学校，确定监测点校数量，开展连续监测。 

（二）省级疾控中心统一制定监测方案，负责对全省学校卫生监

测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指导和考核。各市、县疾控中心负责本辖区

学生常见病防治督导和监测质量控制。对监测点校校医和保健教师进

行定期业务培训，指导监测点校积极开展学生常见病防治工作，负责

监测点资料的收集、整理和上报工作。 

（三）学生健康体检工作  由医疗卫生或预防保健机构承担。 

（四）学校校医及保健老师在当地疾控中心的指导下，负责本校

学生因病缺课的登记、上报工作；积极开展学生常见疾病防治的预防

保健工作。 

（五）学校教学环境卫生监测  由各市、县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专

业人员按年初工作计划安排完成。 

（六）工作时间安排 

学校教学环境监测按学年进行，完成时间应在当年的 3～5 月；

学生健康监测在当年的 9～10 月份内完成；学生因病缺课监测以学年

为周期。学校学生常见疾病防治督导工作在次年的 5～7月份完成。 

各级疾控机构应加强开展对辖区内监测点学校学生常见疾病防

治的督导工作，每年至少督导 1次。督导内容包括查阅各区县疾控中

心和监测点校制定的学生常见疾病防治方案、工作计划和防治措施落

实情况等，并做好督导记录。每年学生常见病防治督导覆盖率应达到

100%。并将督导报告报省疾控中心。 

省疾控中心每年在下半年组织开展全省学校学生常见病防治督

导工作；负责全省学生健康状况综合监测资料汇总分析工作。 



 6

四、总结评估 

总结评估工作由市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 

对照本方案具体目标，实现以监测点校为单位的学生常见病防治

督导覆盖率≥90%；教学环境卫生监测覆盖率 100%。每学年评估一次。 

检查评估各监测点校学生常见病防治措施落实情况，开展对学生

近视、沙眼、龋齿、贫血、营养不良与肥胖、肠道蠕虫病等疾病的防

治，要有基线调查统计资料（学生体检资料）；常见病防治工作计划、

措施；学生常见病防治效果评估，在基线调查患病率的基础上有所下

降；有开展学生常见病及影响因素监测分析报告。 

教学环境监测指标包括教室人均面积、教室课桌椅、教室黑板、

教室采光、教室照明、教室微小气候、教室噪声 7项，各市、县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对辖区监测点校开展教学环境监测根据需要对教学环

境变动比较大的教室及时开展监测，并进行卫生学评价，建立学校教

学环境卫生监测档案，并有指导意见书。每学年根据需要对不同指标

进行复测。 

附件（表）：1.学校卫生监测和学生常见病防治督导检查表 

2.学校卫生监测和学生常见病防治评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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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校卫生监测和学生常见病防治学校卫生监测和学生常见病防治学校卫生监测和学生常见病防治学校卫生监测和学生常见病防治督导检查督导检查督导检查督导检查表表表表    

学校名称：      地址：      学校法人：      联系电话：                     

一一一一、、、、基本情况基本情况基本情况基本情况：：：：    

班级数：    学生人数：   （男生：  女生： ）教职工人数： 

寄宿制：是、否      学生上晚自习：是、否 

学校卫生组织机构：有、无   每年卫生经费：           

学校卫生档案：有、无，    晨检制度执行：是、否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预案：有、无  有     种 

各类传染病报告制度：有、无 

二二二二、、、、学生常见病防治情况学生常见病防治情况学生常见病防治情况学生常见病防治情况：：：：    

1、校医室设置：有、无，校医人数：      专职、兼职  

2、体检情况：计划：有、无  总结：有、无  健康档案：有、无   

学生常见病情况： 

防治前：视力低下率：    龋患率：    沙眼率：      营养不良率：       

肥胖率：      贫血率：      其他：        

防治后：视力低下率：    龋患率：    沙眼率：      营养不良率：       

肥胖率：      贫血率：      其他：        

3、学生常见病防治计划：有、无：  防治措施有、无  

总结分析报告：有、无 

4、学生疾病门诊登记情况（上一年度）：传染病报告登记簿：有、无 

因病缺课登记簿：有、无   因病缺课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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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病休退学人数：       死亡人数：    死亡原因：            

三、学校教学环境监测学校教学环境监测学校教学环境监测学校教学环境监测：：：： 

监测项目：                                                    

应监测样品数：            实监测样品数：                                

卫生学评价报告：有、无    学校教学环境监测档案：有、无 

评价单位：                    评价时间：                    

存在的主要教学环境卫生问题： 

 

 

6、学生健康教育情况：计划：有、无   总结：有、无 

课程安排：有、无   固定卫生知识宣传板报：有、无 

7、学生预防接种情况：学生接种本：有、无， 

每年学生接种：学校组织   次，接种疫苗有：                    、

学生在校外自己解决：是、否，接种疫苗有：                     

三三三三、、、、近三年该校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况近三年该校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况近三年该校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况近三年该校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况： 

  

 

 

被督导单位负责人签字：              督导单位签字：               

督导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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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学校卫生监测和学生常见病防治评估表 

                            市、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一、基本情况： 

本辖区学校总数：      其中大学       中学        小学          

监测点校数：大学           中学          小学         。 

二、学生常见病防治督导情况 

督导工作计划：有、无           督导工作报告：有、无 

学生常见病及影响因素监测报告：有、无 

应督导学校数：               ，实督导学校数：              。 

开展学生常见病防治工作的学校数              。 

三、开展学校教学环境监测 

工作计划：有、无 

应监测学校数              ，实监测学校数             。 

全年应监测项目样品数：          实监测样品数           。 

学校教学环境监测卫生学评价：有、无 

 

 

评估时间                          评估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