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 店 周 刊综        述

· 173 ·

重要呼吸道传染病智慧化监测预警 
与有效应对策略研究

王 笑
长沙市第一医院 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目的：分析呼吸道传染病的特点，探讨呼吸道传染病预防与控制措施。方法：选取 2017 年 3 月至 2020 年 3 月本市各
级医疗单位上报的 527 例呼吸道传染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流行病学资料，分析呼吸道传染病的类型、患者职业分布及季
节分布。结果：527 例呼吸道传染病患者中，流行性感冒占 51.61%，肺结核占 20.30%，流行性腮腺炎占 13.66%，麻疹占 5.88%，
风疹占4.36%，猩红热占2.66%，百日咳占1.52%；男性占55.22%，女性占44.78%；年龄以2~9岁、10~19岁、20~39岁占比较高，
分别为 31.88%、21.06%、21.06%；职业分布以学龄前儿童、学生占比较高，分别占 25.43%、20.87%；季节分布以冬季占比最高，
为 53.32%。结论：流行性感冒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重点，各病种存在差异，应针对重点人群制定相应的防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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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3 月至 2020 年 3 月本市各级医疗单位上报

的 527 例呼吸道传染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291 例
（55.22%），女 性 236 例（44.78%）；年 龄 2~74 岁，平 均 年 龄
（33.29±6.82）岁；临床表现：发热 473 例（89.75%），咳嗽 402 例
（76.28%），喘憋 94 例（17.84%），胃肠道症状 88 例（16.70%）、低
氧血症患者 11 例（2.09%）。
1.2 方法
数据来源于国家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收集患者流行病

学资料，包括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性感冒、肺结核、流行性腮腺炎、麻
疹、风疹、猩红热、百日咳。
1.3 观察指标分析
呼吸道传染病的类型、患者职业分布及季节分布。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Excel 2007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n(%)

表示。
2 结果
2.1 呼吸道传染病类型
527 例患者中，流行性感冒 272 例（51.61%），肺结核 107 例

（20.30%），流行性腮腺炎 72 例（13.66%），麻疹 31 例（5.88%），
风疹23例（4.36%），猩红热14例（2.66%），百日咳8例（1.52%）。
流行性感冒患者以≤ 19 岁占比较多，占 63.61%；肺结核以≥ 20
岁较多，流行性腮腺炎以≤ 19 岁居多，占 81.94%；麻疹、风疹以
20~39 岁居多；猩红热、百日咳在 <10 岁小儿。
2.2 职业分布
527 例中，流行性感冒在学龄前儿童、学生占比最高，分别占

28.31%、22.43%；肺结核以农民占比较多，占 42.99%；流行性腮
腺炎以学龄前儿童、学生占比较多，分别占 43.06%、40.28%；麻
疹以学龄前儿童占比较多，占 35.48%；风疹以职员占比较多，占
47.83%；猩红热以学生占比较多，占 64.29%。
2.3 季节分布
527 例流行性感冒中，春季（3~5 月）113 例（21.44%），夏季

（6~8 月）65 例（12.33%），秋季（9~11 月）68 例（12.90%），冬季
（12~2 月）281 例（53.32%），其中冬季占比最高。
3 讨论
基于重大传染病大数据，综合国内和国际形势、专业机构研究

报告及专业人士意见，进一步明确优化重大传染病风险预判，利用
区块链技术在全国范围内构建实时疾病监测预警体系，嵌入各种
新监测数据，实现安全高效的疾病监测预警信息交换与管理平台，

提高预警的及时性、灵敏性和准确性，实现智慧化、自动化、可视
化、全方位的预警模式 [1]。打破不同部门、体系间的信息壁垒，通
过对多渠道数据的获取及整合，升级完善智慧化监测预警信息数
据库，以保障对呼吸道传染病疫情、病原体和异常健康事件预警的
及时性、准确性。可以在现有的传染病动态监测、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报告、医院内呼吸道感染监测等系统的基础上，增设严重感染症
候群监测、健康情报检索分析、基于人群的感染性疾病等流行病学
监测系统，并进一步扩大和加强致病微生物识别网、特定呼吸道传
染病实验室监测网络等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监测系统建设 [2]。
考虑到传染病、病原微生物和异常健康事件监测预警的多元

异构性、复杂性和多变性，即使采用智能算法的监测预警系统，也
仍离不开专家们的预判。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与智能水平的不断
提高，智慧化的监测预警将得到不断提升健全 [3]。根据智慧化监
测预警结果及时启动有效应对和处置机制，在传染病疫情出现前
有效阻止其发生，防患于未然；一旦发生疫情，及时开展有效应对
处置，将疫情消灭在萌芽中 [4]。为更好防控疫情的发生，按照国家
有关要求，进一步提升医疗卫生、公安、工信、通信、交通运输等多
部门协作机制，运用现代高科技精准的检测和防控手段，有力、有
序、有效遏止疫情。

综上所述，我国现阶段传染病监测预警系统尚不能满足新时
代的需求，为实现呼吸道传染病的早期预警与遏止疫情发生和有
效应对，应改革、创新和升级我国现有的传染病监测预警系统，基
于医疗卫生、病原监测、网络检索、社会人口、自然环境等多领域多
部门联动合作，不断建立健全呼吸道传染病智慧化监测预警和有
效应对平台，做到及时发现可能发生疫情的有关信号，开展早期预
警和及时处置，阻止疫情的发生与扩散。呼吸道传染病智慧化监
测预警平台的建立，将真正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覆盖，大幅提
升监测预警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及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
力和水平，确保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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