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椆起典型的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临床报告异常情况及特征分析

解瑞谦暋阚坚力

棬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棳北京棻棸棸棸棻棻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棳北京棻棸棽棽棸椂棭

暋暋解瑞谦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棽棸棸椂届博士研究生暎棻椆椆棽年至

今棳先后任济宁医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科员棳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棬卫生部

新闻宣传中心棭科 教 与 国 际 合 作 处 副 处 长暍项 目 管 理 办 公 室 副 主 任暎
棽棸棸椃棴棽棸棸椆年棳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传

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早期发现能力评估研究工作暎曾负责区域流动

人口结核病管治模式及评价暍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风险沟通培训教材

开发棬中美新发与再发传染病合作项目棭等多个项目的研究和管理工作暎
棽棸棸椃年和棽棸棻棸年棳分别参加 斪斎斚在土耳其召开的第二届人禽流感临

床诊断研讨会和在突尼斯举办的全球卫生应急准备论坛暎棽棸棻棻年棳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做

访问学者棳参加风险沟通培训与交流活动暎近年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棻棸余篇棳主编和参

编学术专著 部暎

暋暋摘暋要暋目的暋分析医疗机构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特征暎方法暋通过文献复习暍案例分析暍现场

调查暍深入访谈等的方式对椆起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多案例研究暎结果暋医疗机构发现和报告的是

传染病异常情况暎这些传染病异常情况可以概括为特殊病例暍疑似病例暍关联病例暍数量增加和聚集病例 类暎
异常情况一般具有隐蔽性暍特殊性暍严重性暍不确定性暍公共属性和易控制性椂个特征暎结论暋医疗机构报告的

一般不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棳而是传染病异常情况棳掌握它的表现形式及其特征棳有助于临床医生早期发现和

报告苗头事件暎
关键词暋传染病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椈临床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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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早期发现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以减少

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棳早已引起公共卫生领域的

广泛关注暎各国传染病监测系统在不断加强和完

善棳以网络为基础的监测系统极大地提高了传染病

棾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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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及时性椲棻椵暎近年得到广泛应用的症状监测棳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对疾病及其相关事件的预警

能力椲棽灢棾椵暎分析和了解临床传染病突发事件发现与

报告的特征棳寻找提高医疗机构传染病突发事件发

现和报告水平的因素棳在突发事件综合预警方面是

非常重要的暎基于卫生部委托的暟传染病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早期发现能力评估项目暠棳本研究采用多

案例分析的方式棳对近几年医疗机构发现暍报告的棳
并发展为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椆起突发事

件进行了整理暍分析与归纳棳并进行比较研究暎
棻暋材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资料来源

典型案例椇椆起典型案例包括棽棸棸棿年安徽暟非
典暠疫情暍棽棸棸 年云南重症肺炎疫情暴发暍棽棸棸 年

湖南省人禽流感病例暍棽棸棸 年四川省人感染猪链

球菌病事件暍棽棸棸椂年安徽省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疫

情暍棽棸棸椂年北京市广州管圆线虫病事件暍棽棸棸椃年福

建省人禽流感病例暍棽棸棸椄年安徽省阜阳市手足口

病疫情暍棽棸棸椄年河南某学校麻疹暴发暎
上述传染病既有常见传染病棳也有新发传染病

和少见传染病椈均由医院临床医生发现并报告棳由
疾控机构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确

定暎
收集内容椇主要包括报告病例的临床表现和体

征暍实验室检测和辅助检查结果暍临床诊断暍流行病

学史等暎
收集方法椇棻棭文献复习椇主要通过查阅以上典

型案例相关文献资料数据库暍权威网站棳来广泛了

解各起传染病突发事件概况椲棿灢椂椵椈棽棭历史资料分析椇
对部分典型案例的历史资料进行整理暍分析棳了解

事件的特征暍发生暍发展棳对事件的发现与报告情况

进行深入理解椈棾棭深入访谈椇对云南重症肺炎疫情

爆发暍四川省人感染猪链球菌病事件暍安徽阜阳手

足口病疫情棾起突发事件进行现场调研棳并对相关

人员进行深入访谈暎
现场调研椇棻棭访谈工作由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有关人员负责协调棳按照调查方案的要求召集访谈

对象棳要求单位分管领导回避棬分别访谈棭椈棽棭在打

消访谈对象顾虑的基础上棳以报告病例的诊治和报

告过程为切入点棳从报告病例的临床表现和体征暍
实验室检测和辅助检查结果暍临床诊断暍流行病学

史等方面进行访谈椈棾棭在现场临床医生个人访谈的

基础上棳对省暍市和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暍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专业人员进行深入访谈棳以进一步了解传染

病异常情况识别暍判断暍报告的过程椈棿棭进行深入访

谈时棳由棻人进行现场记录棳访谈笔记和资料收集

结果将作为日后分析及解释现象的参考依据暎
棻灡棽暋方法

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椲椃椵暎首先对每起突发事

件围绕报告病例的临床表现和体征暍实验室检测和

辅助检查结果暍临床诊断暍流行病学史等棳以及事件

的发生暍发展过程体进行深入的分析暎然后棳根据

传染病突发事件报告病例的特征棳将每起事件的报

告病例进行归纳暍总结棳以更好地体现传染病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早期报告病例特征暎
棽暋结果

棽灡棻暋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表现形式

通过对医疗机构报告棳后演变并确定的椆起传

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情况归纳暍分析棳发现

医疗机构早期发现和报告的是传染病异常情况棳而
不是暟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暠暎这些传染病异

常情况可以概括为特定病例棬目前医疗机构重点关

注的传染病病例棭暍少见疑似病例棬临床医生根据病

例的临床特征初步判断为某种少见疑似传染病的

重症病例棭暍关联病例棬病例间存在着流行病学关

联棭暍病例增加棬某一时间段门诊或病房收治的某种

病人数增多棭和聚集病例棬某一时间某场所出现相

同或相似症状的病例棭 类棳详见表棻暍棽暎
棽灡棽暋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表现形式的内涵和

特征

通过分析棳发现传染病异常情况表现形式可从

报告病例特征暍流行病学特征暍公共卫生学意义棾
个方面进行概括棳如特定病例多发生在流行季节暍
个人健康损害严重暍有或无流行病学史暍卫生部门

重点关注椈又具有隐蔽性棬如早期症状多无特异性

表现棭暍特殊性棬如临床表现及病情进展比较特殊棭暍
严重性棬健康损害严重棭暍不确定性棬难以判定病情

发展和对他人影响棭暍公共属性棬卫生部门关注棭和
易控制性棬疫情容易控制棭椂个特征棳详见表棽暎
棽灡棾暋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病例数与时

间暍严重情况的相关性

通过分析棳发现临床医生在发现病情严重的暍
临床少见的暍医疗卫生部门重点关注的暍存在流行

病学关联的病例棳以及病例数量增加或呈现聚集

性棳确定后会立即上报暎特定疾病暍少见疑似病例

和关联病例的严重程度暍病例的流行病学关联性是

影响临床医生上报的重要因素暎上报时间取决于

病人就诊时间暍病情的发展过程暍实验室检测和辅

椂棾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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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检查结果时间等暎另外棳临床医生了解到医疗机

构收治的某类疾病病例增加或了解到某场所可能

存在聚集病例棳也会进行上报棳但上报时间取决于

其流行病学意识和能力棳以及传染病和突发事件上

报意识暎

表棻暋椆起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早期异常情况表现形式

事件名称 报告病例特征 流行病学特征 公共卫生学意义 基本结论

福建人禽流感 个案棳病情进展快棳健康损害
严重棳属重症病例棳临床诊断
为不明原因肺炎

人禽流感高发季节棳发病前
有病死禽接触史

不明原因肺炎属医疗机构
重点关注的疾病

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为特
定病例

四川猪链球菌
感染事件

个案棳临床表现特殊棳未诊治
过棳属重症病例棳临床诊断为
疑似流行性出血热

近期在医院发现过临床表
现类似的病例

在当地新出现的棳对健康损
害严重

疑似流行性出血热病例
即少见疑似病例

湖南人禽流感 棽例棳重症病例棳健康损害严
重棳临床诊断为重症肺炎

姐棷弟发生同病棳临床表现
相似棳有流行病学关联性

重症肺炎是医疗机构重点
关注的疾病

病例存在流行病学关联
性即关联病例

云南重症肺炎
暴发

棽例棳重症病例棳健康损害严
重棳临床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

母子发生同病棳临床表现相
似棳有流行病学关联性

不明原因肺炎是医疗机构
重点关注的疾病

病例存在流行病学关联
性即关联病例

安徽非典疫情 棽例棳重症病例棳健康损害严
重棳临床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

母棷女发生同病棳临床表现
相似棳有流行病学关联性

不明原因肺炎是医疗机构
重点关注的疾病

病例存在流行病学关联
性即关联病例

安徽人粒细胞
无形体病疫情

棾例棳有重症病例棳健康损害
严重棳临床诊断为不明原因疾
病

母棷子棷医生发生同病棳临床
表现相似暍有流行病学关联
性

原因不 明棳流 行 病 学 关 联
性棳对健康损害严重

病例存在流行病学关联
性即关联病例

安徽手足口病
疫情

例棳重症病例棳健康损害严
重棳临床诊断为不明原因疾病

临床表现相似暍无流行病学
关联性

原因不明棳未曾诊治过棳对
健康损害严重棳多例

无流行病学关联的重病
例数量增加即病例增加

北京广州管圆
线虫病事件

个案棳健康损害严重棳普通医
院诊断困难棳专科医院诊断为
广州管圆线虫病

有在餐馆生食福寿螺史 某餐馆进餐的其他人员同
样存在健康风险可能性

有流行病学关联病例呈
现聚集性即聚集病例

河南某学校麻
疹暴发

个案棳临床诊断为麻疹棳但了
解到某校发现麻疹病例多例

有接触史棳发病人群呈现或
可能呈现聚集性

常见传 染 病棳学 校 暴 发 多
见棳影响学龄儿童健康

有流行病学关联的病例
呈现聚集性即聚集病例

表棽暋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表现形式的内涵和特征

异常情况 内暋暋暋暋涵 特暋暋暋暋暋征

特殊病例 发生在流行季节棳对个人健康损害严重棳有或无流行
病学史棳卫生行政部门强调棳医疗机构关注的病例

早期症状多无特异性表现棳健康损害严重棳医生未曾诊治过棳多初步判
定为暟不明原因肺炎暠暍暟重症肺炎暠等棳疫情容易控制

疑似病例 临床医生根据病例的临床特征初步判断为某种疑似
传染病的重症病例

症状可有特异性表现棳健康损害严重棳未曾诊治过棳病情发展不确定棳疫
情容易控制

关联病例 短期内在暟同一医院暠棳收治棽例及以上临床表现相
似棳健康损害严重棳存在流行病学关联的病例

早期症状多无特异性表现棳健康损害严重棳未曾诊治过棳病情发展和对
他人影响不确定棳多只能初步判定为暟不明原因肺炎暠暍暟重症肺炎暠等棳
疫情容易控制

数量增加 短期内在暟同一医院暠棳收治棽例及以上临床表现相
似棳健康损害严重棳无流行病学关联的病例

症状可有特异性表现棳健康损害严重棳病例数变化具有不确定性棳多只
能初步判定为暟不明原因肺炎暠暍暟重症肺炎暠等棳疫情容易控制

聚集病例 流行季节暍一定时期某场所出现或可能出现相同或
相似症状暍有流行病学关联的病例

多为常见病棳不能确定病例发生具体数棳疫情容易控制

棾暋讨 论

棾灡棻暋传染病异常情况的几种表现形式

通过对椆起典型案例和我国医疗机构传染病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现与报告情况进行分析暍归
纳棳可以将传染病异常情况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椇

特殊病例椇这类传染病突发事件发现与报告

的典型事件为人禽流感暍斢斄斠斢和鼠疫病例暎在临

床实践中棳临床医生主要是依据临床特征暍实验室

检测和辅助检查结果初步判定为暟不明原因肺炎暠暍
暟重症肺炎暠等棳并根据所获得的流行病学史相关资

料进行初步分析暎这种类型突发事件早期发现的

关键是对类似暟不明原因肺炎暠标准等强烈提示某

种特殊疾病相关指征的掌握暍判断与识别暎
少见疑似病人椇这类传染病突发事件发现与

报告的典型事件为四川省人感染猪链球菌病事件暎
因患者临床表现特殊棬当地临床医生未曾诊治过棭棳
造成或可能造成多器官功能异常棳危及患者生命棳
而引进关注椈虽然进行过医院内会诊暍文献资料的

查寻棳但是不能明确病因或治疗效果不佳棳初步诊

断为其它传染病而进行报告暎例如椇四川省人感染

猪链球菌病事件的首例报告是以暟疑似流行性出血

热暠报告的暎这种类型突发事件早期发现的关键是

暟特殊临床表现暠暍暟重症暠的判断与识别暎
关联病例椇这类传染病突发事件发现与报告

的典型事件为云南重症肺炎暴发暍安徽暟非典暠疫

椃棾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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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暍安徽省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疫情暎因患者临床表

现比较特殊棬当地临床医生未曾诊治棭棳造成或可能

造成多器官功能异常棳危及患者生命棳而引起临床

医生的关注椈另外棳在临床救治过程中还发现在同

一时间内棳同时或相继出现棽例及以上相同临床表

现的病例间有接触史的病例棳而进行报告的暎这种

类型突发事件早期发现的关键是暟特殊临床表现暠暍
暟关联病例暠的判断与识别暎

数量增加椇这类传染病突发事件发现与报告

的典型事件为安徽阜阳手足口病疫情暎在临床实

践过程中棳临床医生往往会发现在短期内同样症状

的病人突然增加棳无论是在门诊棳还是在医院病房椈
同时病人症状较重棳如出现急性不明原因的高热暍
呼吸急促或剧烈呕吐暍腹泻等症状的病例突然增

多棳病人之间并没有明确的流行病学关联棳而进行

报告的暎这种类型突发事件早期发现的关键是暟相
同症状病人增加暠暍暟病情较重暠的判断与识别暎

聚集病例椇这类传染病突发事件发现与报告

的典型事件多为学校等集体单位发生的传染病疫

情暎临床医生在接诊患者时棳通过询问病人流行病

学史棳了解短期内某集体单位已经发生多例同一病

症的病例棳如水痘暍麻疹暍腮腺炎等棳也有可能暂时

不能明确诊断棳仅了解到某些症状如发热暍咳嗽暍皮
疹暍腹泻暍呕吐暍黄疸等棳而进行报告的暎这种类型

突发事件早期发现的关键是暟多例病人暠暍暟同一机

构暠暍暟同一时间段暠的判断与识别暎
棾灡棽暋传染病异常情况具有几个基本特征

隐蔽性椇除聚集病例外棳以个案为基础的传染

病异常情况棳其首例患者早期症状多不典型棳无特

异性表现棳有时临床症状也不十分严重棳多数基层

医疗机构缺少实验诊断数据支持棳难以判断是某种

疾病暎同时棳有些疾病属于当地少见传染病棳不是所

有医生了解其临床症状和病程暎每种传染病都有一

定的潜伏期棳疾病或事态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棳
这个过程可能遵循疾病特有的一般规律棳也可能不

遵循暎由于未出现关联病例棳难以判断是否是传染

病暎因此棳一般早期很难引起临床医生的重视暎
特殊性椇除聚集病例外棳以个案为基础的传染

病异常情况棳其首例患者因病情进一步恶化棳临床

表现及病情进展比较特殊棳一般接诊的临床医生未

曾诊治过此类病人棳不能确诊为某种疾病暎随着病

情或事态的进展棳患者的病情变化莫测棳症状重暍进
程快棳总会表现出与平常不同的特殊情况暎

严重性椇疾病对患者健康所造成的严重影响棳

很可能远远超出临床医生的想象暎由于原因不明暍
表现特殊暍病情进展快棳患者一般治疗效果不佳暎

不确定性椇无论是个案病例的早期棳还是病例

或事态发展到一定阶段暎疾病的原因多不能明确棳
或不知道疾病的流行因素棳或不知道疾病的严重

性棳或不能判断疾病的良好预期效果棳或者都不知

晓暎
公共属性椇无论是发现疑似病人暍特殊病例暍

关联病例暍病例数量增加棳还是发现聚集性病例棳这
些异常情况都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暎在临床表现

相似的前提下棳这种疾病可能是重点关注传染病棳
这些病例可能是具有流行病学关联棳发病人群可能

呈聚集性棳也可能仅表现为无关联类似病例数的增

多暎
易控制性椇对于临床传染病异常情况棳一般的

临床医生起初多不太在意棳存在对疾病的诊断判断

不利暍治疗措施不当的特点暎但是若能及时发现异

常现象棳通过科学暍妥善的应对棳异常情况是可以及

时被制止暍控制暎
志谢椇项目活动得到了辽宁暍黑龙江暍上海暍江苏暍浙江暍

安徽暍福建暍山东暍河南暍湖北暍四川暍云南暍青海省棬区暍市棭卫
生厅局应急办和棷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办棳以及项目开

展地区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领导和专家的支持与

帮助棳在此表示衷心感谢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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