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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监测对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有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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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索和分析实行传染病监测在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方面的有效性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区疾控中心在2019、2020、2021三个年度内的
传染病暴发情况，基于信息报道系统中传染病报告病例的基础信息，对比不同年度所记录的传染病报告例数及其占比情况，同时观察传染病病例的分布
情况。结果 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报告传染病共计3800例，其中2019年度记录传染病病例1753例，占比为46.13%(1753/3800)；2020年度记录传染
病病例1388例，占比为36.53%(1388/3800)；2021年度记录传染病病例659例，占比为17.34%(659/3800)。由此可见，传染病报告例数呈逐年下降趋
势，对比差异显著(P<0.05)。传染病病例的分布情况显示，手足口病(31.16%)和流感(30.76%)的占比相对较高，显著高于肺结核(15.79%)、感染性腹泻
(12.29%)及流行性腮腺炎(10.00%)，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传染性疾病进行监测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一种高效手段，能够很好地
促进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效果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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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fectious disease surveillance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Methods 
The outbreak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2019, 2020 and 2021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by th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in our district. 
The basic data of reported infectious diseases were counted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reporting system, and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reported infectious diseases recorded in different years were compared. Meanwhile, the distribu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cases was observed. 
Results A total of 3800 case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were reported from January 2019 to December 2021, among which 1753 cases were recorded 
in 2019, accounting for 46.13% (1753/3800). In 2020, 1388 case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were recorded, accounting for 36.53% (1388/3800). 
In 2021, 659 case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were recorded, accounting for 17.34% (659/3800). In conclusion, the number of reported case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year by year,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The distribu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 
cases show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hand-foot-mouth disease (31.16%) and influenza (30.76%) was relatively high,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uberculosis (15.79%), infectious diarrhea (12.29%) and mumps (10.00%), and the data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surveillanc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revent and control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ffec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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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我国的公共卫生结构中占据了核心位
置，它不只是为各级政府在制定和调整卫生策略时提供了坚实的
科学支撑，而且还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随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医药卫生事业的快速
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疾病谱、死因构成及死亡
方式等发生了很大变化[1]。各种传染病层出不穷，包括HPV、梅
毒、手足口病、流感、肺结核、乙型肝炎病毒、甲型肝炎病毒以
及新型冠状病毒。特别是新冠病毒(COVID-19)自2020年2月份暴
发以来，目前已经扩散至全世界多个国家，疫情在全球迅速蔓
延,WHO将其列为“必须认真加以应对”的突发公共事件之一。
因此，加强对全国重点疫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与分析，掌握全县
各类人群(包括外来务工人员)健康状况及其流行规律，及时采取
有效措施，有效地减少或防止该病的爆发、流行，已成为当前乃
至今后一个时期内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极为重
要而紧迫的任务[2]。有研究显示，由于农村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
以及人口流动频繁，导致农村居民患病情况较城市患者更为复
杂；同时由于农民自身素质低、文化素质偏低、医疗服务不足，

使得他们在健康知识方面相对缺乏。实施传染病监测是实现防控
工作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管理的必要途径，这也是确保广大
民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关键步骤[3]。通过实施传染病监测
建立一套适合本辖区特点的传染病报告制度，可以及时发现并准
确报告传染病发病信息，以便采取针对性防治措施[4]。此项研究
的目的是探讨实行传染病监测在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方面的有效方
法，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区疾控中心在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期间
的3800例传染病病例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信息报道系统，各种传
染病所被记录的种类以及每年的传染病报告数量，分析该时间段
内的传染病发生、预防和控制情况。
1.2 方法  传染病监测方法：例如肺结核和流感病毒。在检测肺结
核疾病时，通过特定的途径与方法，对于结核病流行趋势及疫情
的发生分布情况进行实时监测，从而控制结核病的进一步发展。
另外，也可以采取一些特殊办法或常规方式，如调查、收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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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与考核，结合评估结果对于传染病防治及预防措施进行有效的
制定。在对结核病发生情况进行监测的过程中，其应遵守以小窥
大的原则，利用部分对比整体情况进行评估，根据监测点的疫情
发生情况和死亡人数来分析，整体疫情的趋势，之后来考评防治
措施的实施效果；在进行结核病疫情的监测时，本研究选择了如
每年的感染率、死亡率、年龄为14岁以下的结核性脑膜炎发病
率、活动性肺结核的登记率以及活动性肺结核的登记率等关键指
标，在防治肺结核疾病发生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应用转归队列分
析肺结核发生率，小于一岁的婴儿接种卡介苗情况以及治疗的效
果来进行检测。在检测点，相关工作人员必须利用监测报告和患
者的登记卡，根据相应的实施情况来进行信息的记录和核实。
　　定期开展汇总分析，并在一段时间内将相应数据进行收集并
上报至结核病防治所。另外，对于患者接受治疗的情况和管理情
况进行了解，依据年度报告的数据，对结核病预防和治疗机构的
设备、人员和成本费用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另外可以开展专项
调查，主要是分析患者在诊断及治疗过程中的情况，对于患者的
疾病症状进行有效的诊断，医护人员和人民群众掌握结核病的知
识与态度，医护人员与患者交流沟通情况，全面了解患者身心健
康状况。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应的措施进行制定，提升肺结核的预
防控制效果。在监测流感病毒时主要是为了对于人群的免疫水平
变化情况疫情的实时动态及流感病毒分布情况加以掌握，从而以
此作为依据来分析流感的发生趋势，对疫苗接种的成效进行全面
评估，以便为临床选择合适的疫苗菌种提供指导。此外，流感病
毒是处于一个持续循环的状态，所以具有较高的危险性及不确定
性，很可能发生变异，加上流行范围的扩展，所以在监测工作开
展的过程中也需要对标本进行持续采集，鉴定毒株。通过监测流
感病毒对于病毒变化情况加以了解，有效筛选疫苗菌株，使流行
病毒潜在变异被提早扼杀在摇篮之中[5]。另外，作为防止流感的
一种有效举措，接种疫苗持续进行流感监测工作，并结合检测结
果对于疫苗株进行更新换代。通过对病毒的耐药性进行监测，不
仅可以为抗病毒药物的使用提供指导，而且在进行监测的过程
中，也可以对高风险群体的相关风险因素进行深入研究，进而为
临床药物使用提供指导。在对流感病毒进行监测的过程中，我们
经常使用流感哨点监测方法，可以视医院为这样的哨点，以监控
流感的病原学活跃度和其变化趋势。流行性感冒的监测系统是基
于实验室的，主要针对病原体，在执行监测时，可以参照传染病
信息报告的管理标准来进行检查[6]。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一种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疾
病。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生活方式改变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流感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患有流感的人主要会出现咽喉
疼痛、咳嗽和体温升高等症状。该病传播渠道为飞沫传播，具有季
节性的特点，一直以来都是疾病传染的重点控制内容。另外，流感
病毒变异几率高，病原体变异会增加疾病治疗难度。生成新的病毒
株很可能迅速蔓延，除人流感以外，近年来动物来源变异并感染人
类流感病毒也广泛传播，例如H1N1甲型流感等[7]。病毒的不断变
异，严重危害了社会发展，对于社会构成的威胁，所以必须要高度
警觉来监测流感病毒，长期跟踪及整理病毒样本并追踪鉴定，形成
整体评估、病毒定位及分析，制定相应的防控措施和选择合适的疫
苗来控制。流感病毒的监测不仅关系到人群健康水平和国家公共卫
生安全，此外，这也为制订科学且高效的预防和控制策略提供了宝
贵的参考依据。世界卫生组织也对流感病毒疫苗进行了重视，特别
是对于变异病毒的跟踪调查，从而总结相应规律，为疫苗研发争取
更多时间。另外，疾控中心需要对疫情动态进行跟踪，确保疫情的
信息可靠真实，进而制作出更有针对性的抗病毒药物及流感疫苗，
提高流感预防及控制效果[8]。
1.3 观察指标  比较在不同的时间段记录下的传染病的数量以及
它们在总数中的比例，同时观察传染病病例的分布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 22.0软件做统计学结果分析，采用
“均数±标准差”(χ

-
±s)表示计量资料，采用百分率[n(%)]表

示计数资料，分别使用t和χ
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   果
2.1 2019年1月~2021年12月传染病报告例数及占比情况对比  
2019年记录传染病病例1753例，占比为46.13%(1753/3800)；
2020年记录传染病病例1388例，占比为36.53%(1388/3800)；
2021年记录传染病病例659例，占比为17.34%(659/3800)。
由 此 可 见 ， 传 染 病 报 告 例 数 呈 逐 年 下 降 趋 势 ， 对 比 差 异 显 著
(P<0.05)，见表1。
2.2 传染病分布情况对比  传染病病例的分布情况显示，手足口
病(31.16%)和流感(30.76%)的占比相对较高，显著高于肺结核
(15.79%)、感染性腹泻(12.29%)及流行性腮腺炎(10.00%)，数据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传染病分布情况
比较

组别                      例数           占比(%)

手足口病                     1184 31.16(1184/3800)*

流感                     1169 30.76(1169/3800)*

肺结核                     600 15.79(600/3800)#

感染性腹泻 467 12.29(467/3800)#

流行性腮腺炎 380 10.00(380/3800)#

合计                     3800 /
注：*与#比较，*P<0.05。

表1 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传染病报告例数
及占比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占比(%)

2019年                     1753 46.13(1753/3800)*

2020年                     1388 36.53(1388/3800)*

2021年                     659 17.34(659/3800)*

合计                     3800 /
注：*P<0.05。

3  讨   论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每年都有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
中。由于流动人员流动性强，容易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导
致他们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同时，流动人员又属于高危群体之
一，一旦发生疫情不仅会给个人造成巨大伤害而且还会威胁着社
会稳定。目前我国针对流动人员的公共卫生管理主要集中在传染
病防治方面，但是在其他领域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在一
定程度上还存在着疏漏之处[9]。因此，探讨如何构建一个高效且
完善的流动人员的公共卫生管理结构，以便能够极大地减少公共
卫生突发事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显得尤为关键。
　　传染性疾病是对人类健康和生命造成严重威胁的疾病之一。
近年来，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原因导致我国
出现了新型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禽流感，H5N1型流感以
及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传染病。这些疫情给广大居民身
体健康带来极大危害，对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为了有效地处
理突然发生的公共卫生事故，确保大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我国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特别
是在2004年12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简称为“传染病法”)。该法律明确界定了法定报告制度，
强调了公民享有获得法定报告信息的权利。在当前形势下，各级
卫生行政部门积极推进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规范化建设，建立完
善的传染病疫情报告体系，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众提供各类传染
病发生，流行情况和防控措施等重要信息，成为一项十分紧迫而
又艰巨的任务。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制作好传染病的监测预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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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饮食调节为主，多摄入维生素和蛋白质类食物，补充足量的微
量元素，日常三餐合理，避免暴饮暴食，保持适度增重;合理选择
零食，多喝水，增强身体免疫系统，调整儿童身体的营养指标，
使其维持在最合理的范围内，促使更好地吸收营养物质，进而改
善儿童的生长发育状况[11-12]。
　　综上所述，营养知识普及应用在儿童保健工作中，可使儿童
机体营养状况予以改善，为今后健康成长发育奠定基础，临床上
可借鉴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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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传染病预警机制和防治能力现代化[10]。目前国内各省级卫
生防疫机构都已建成一定规模的传染病疫情通报系统，但大多数
还只是停留在简单的文字描述阶段，缺乏相应的统计分析功能；
而且大部分的系统还是基于PC端进行开发设计，存在着可扩展性
差，维护困难等缺点[11]。疾病控制中心及各级医疗机构作为传染
病疫情上报的唯一渠道，其数据质量直接关系到政府对传染病疫
情的正确处置，也会影响到整个防疫事业的正常运转。因此，如
何快速高效地收集分析大量监测数据并形成科学完整的数据资料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人口减少受到传染病的重要影响，例如在美洲国家发生了天
花病毒的散播以后，引起了印第安原住民整个民族的消失[12]。
然而，在当代社会中，一些传染性疾病仍然对人们的健康构成威
胁，例如非典、流感以及埃博拉等各类病毒，同时也对社会的安
定发展非常不利[13]。为了防范和控制传染病，国家已经开始对传
染病进行监测工作。传染病监测的手段是对于特定环境中人群的
血清学、症状、流行病学、病原学等资料进行了解[14]。预测传染
性疾病的出现、其发展趋势并据此制定相应的预防和应对策略，
避免传染病大面积爆发。监测传染病并进行上报，是利用技术手
段对传染病进行持续的监测，需要了解传染病如何传播，并基于
此制订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避免疾病的大规模暴发和流行，对
于相应的措施也在不断的优化，来保护人们的身心健康，维持社
会稳定[15]。近年来社会发展速度加快，出现了更多的交通工具
和人口流动，工业革命也污染了社会的生态环境，这些因素都导
致了增加控制传染性疾病的难度，我们很难彻底消灭某种传染疾
病，并且还会出现新型传染病和输入风险提高的情况，进一步增
加了疾控中心的工作难度，所以必须要重视传染病监测工作[16]。
　　本研究结果显示，2019年记录传染病病例1753例，占比为
46.13%(1753/3800)；2020年记录传染病病例1388例，占比为
36.53%(1388/3800)；2021年记录传染病病例659例，占比为
17.34%(659/3800)。由此可见，传染病报告例数呈逐年下降趋
势，对比具有显著差异(P<0.05)。这个事实足以证明，自从开始
进行传染病的监测后，传染病的数量已经明显下降，并且防治成
效显著。另外，进一步对传染性疾病病例进行分布研究表明，对
比差异显著。这足以说明实施传染病监测以来，传染病病例逐渐
减少，防控效果显著。此外，进一步分析传染病病例的分布情况
显示，手足口病(31.16%)和流感(30.76%)的占比相对较高，显

著高于肺结核(15.79%)、感染性腹泻(12.29%)及流行性腮腺炎
(10.00%)，这之间的数据差异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P<0.05)。从
研究中可以明确，手足口病和流感都被视为传染病的首要防控对
象，而肺结核、感染性腹泻及流行性腮腺炎的发病率同样较高，
同样也需要高度重视[17]。
　　综上所述，对传染病实施监测是一种预防控制传染病的有效
途径，能够很好地促进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效果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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