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肝炎日——防治肝炎，健康你我！
附：宣传海报及视频

2022年 7月 28日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第十二个“世

界肝炎日”。“Bringing hepatitis care closer to you”

（让肝炎护理离您更近）是今年世界卫生组织活动主题。

为号召全社会共同关注病毒性肝炎防治工作，国家卫生健

康委疾控局确定了宣传主题：“防治肝炎，健康你我”，

旨在号召公众积极主动接种肝炎疫苗，主动进行体检了解

肝脏健康状况，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接受规范的抗病毒治

疗，全面遏制病毒性肝炎对人类健康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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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世界肝炎日宣传海报



世界肝炎日宣传内容

1 病毒性肝炎是由多种肝炎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肝炎病毒可分为甲、乙、丙、丁、戊型。

甲肝和戊肝多为急性发病，一般预后良好；乙肝和丙肝病程

复杂，迁延成慢性后可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

各型病毒性肝炎临床表现相似，急性期以疲乏、食欲减退、

肝肿大、肝功能异常为主，部分病例出现黄疸；慢性感染者

可症状轻微甚至无任何临床症状。

2 病毒性肝炎的传播途径和预防

甲肝和戊肝主要经消化道传播，水源或食物被污染可引起暴

发流行。

乙肝和丙肝主要经血液、母婴和性传播。例如，输入被病毒

污染的血液及血液制品，

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

射器和针头（如注射毒品

等）、侵入性医疗或美容

器具（如文身、穿耳孔

等），共用剃须刀和牙刷；

与感染者进行无保护性

行为；携带病毒的孕产妇



可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丁肝的传播途径与乙肝相似，与乙肝病毒同时或在乙肝病毒

感染的基础上才能感染。

3 接种疫苗是预防乙肝最有效的措施

我国实施新生儿免费接种乙肝疫苗，全程免疫需按“0，1，

6 月”免疫程序接种 3 针，其中第 1 针应在出生后 24 小时内

尽早接种。

除新生儿外，成年高风险人群如医务人员、经常接触血液及

血液制品人员、托幼机构工作人员、经常接受输血及血液制

品者、免疫功能低下者、职业易发生外伤者、乙肝病毒表面

抗原阳性者的家庭成员、男性同性性行为者、有多个性伴者

或注射吸毒者等也应该接种乙肝疫苗。

4 母婴阻断措施可有效预防乙肝母婴传播

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的孕产妇在妊娠或分娩的过程中，有

可能将乙肝病毒传染给胎儿或新生儿。

感染时年龄越小，转化为慢性病毒性肝炎的风险越高，因此

开展乙肝母婴阻断的意义重大。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2OTQ1NzgxMw==&mid=2247485787&idx=1&sn=69ce3420195c4d9cd88f1c39554c0e50&chksm=eae149a1dd96c0b7c378d223927a9fcc6ea65eb4d2358a21b288aa1498faf878bf766c19aa3f&scene=2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2OTQ1NzgxMw==&mid=2247487812&idx=2&sn=e903844bf53c2e74b8c8081d65f0096d&chksm=eae151bedd96d8a8a3034b4d638de74b6e037b079e0ddbd40492e78fdc9c973f4655b40d02b0&scene=21


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孕产妇应确保住院分娩，尽量减少新生儿

暴露于母血的机会。

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孕产妇所生新生儿，应在出生后 24

小时内尽早接种首针乙肝疫苗，同时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

并按照乙肝疫苗免疫程序完成后续剂次接种。

高乙肝病毒载量孕妇，可在专业医师指导下接受规范的抗病

毒治疗。

5 如何预防甲肝和戊肝

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和接种疫苗，可有效预防甲肝和戊肝。

搞好环境卫生，加强水源和粪便管理，改善供水条件；养成

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饭前便后洗手，不吃生食，不饮生水，

可有效预防甲肝和戊肝。

接种疫苗可有效预防甲肝和戊肝。甲肝疫苗已纳入扩大国家

免疫规划，对 18 月龄儿童给予免费接种。

食品生产经营从业人员、托幼机构工作人员、集体生活人员

等重点人群也应接种甲肝疫苗。我国已有戊肝疫苗，可自费

自愿接种。

6 切断传播途径，可有效预防丙肝

目前尚无丙肝疫苗，但采取有效措施切断传播途径，丙肝是

可以预防的。

拒绝毒品，不共用针具注射毒品；杜绝非法采、供血；避免

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到正规的医疗卫生机

构进行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可大幅减少感染丙肝病

毒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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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行为也可有效预防丙肝：不与他人共用针具或其他文

身、穿刺等工具，不与他人共用剃须刀、牙刷等可能引起出

血的个人用品；正确使用安全套，避免不安全性行为。

感染丙肝病毒的妇女如有生育意愿，最好在丙肝治愈后怀

孕。

7 日常工作、生活接触不传播乙肝和丙肝

乙肝和丙肝病毒不经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播。

因此，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接触，如握手、拥抱、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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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工作、共用办公用品、住同一宿舍、在同一餐厅用餐

和共用厕所等无血液暴露的接触不会感染乙肝或丙肝病毒。

研究未发现乙肝和丙肝病毒经吸血昆虫（蚊和臭虫等）传播。

8 有疑似症状或易感染人群，应主动检查

甲肝和戊肝多为急性发病，如有不洁饮食史或病人密切接触

史，并伴有疑似病毒性肝炎症状，如全身乏力、食欲减退、

恶心呕吐、腹胀、肝区不适、尿色加深等，应尽快到医疗机

构就诊检查。

建议易感染人群（如有输血、创伤性治疗、共用注射器、多

性伴、器官移植、使用消毒情况不明的器具文身、纹眉、修

脚等行为的人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乙肝和丙肝患者配偶

或所生子女）和肝脏生化检查不明原因异常者主动到正规医

疗机构进行乙肝和丙肝检查，了解自身感染状况，做到早发

现、早诊断和早治疗。

9 病毒性肝炎应进行规范化治疗

病毒性肝炎患者应遵从医嘱，进行规范化治疗，切忌自行停

药或轻信虚假广告。

甲肝和戊肝绝大多数是急性病毒性肝炎，经及时规范治疗，

多数患者半年内可完全康

复。少数重症患者有肝衰

竭危险，应予以重视。

乙肝容易转为慢性，目前

尚无有效药物可完全清除

乙肝病毒，但经规范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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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治疗，可最大限度抑制病毒复制，延缓和减轻肝脏损害，

阻止肝硬化、肝癌及其并发症的发生，改善生活质量和延长

生命。

患者应树立信心、保持耐心，遵从医嘱、积极配合治疗，并

坚持定期检查，以确保治疗效果。相反，任意选药、随意换

药、自行停药，以及不按时复诊检查，均可能会引起病毒耐

药、病情反弹或复发。

在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切勿轻信过度宣传和虚假广告，以免造

成病情延误和经济损失。

丙肝也容易转为慢性，经过规范全疗程的抗病毒治疗，绝大

多数患者可治愈。

所有病毒性肝炎患者应避免酗酒、吸烟、不合理用药等加重

肝脏损害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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