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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国家和地区重点病毒性呼吸道传染病监测情况概述

胡婷 1 彭质斌 2 张彦平 2

1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广州 511400；2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

染病管理处，北京 102206
通信作者：彭质斌，Email：pengzb@chinacdc.cn

【摘要】　呼吸道病毒感染传播速度快，部分疾病甚至可引起全球性流行。为探索如何更好地开

展病毒性呼吸道传染病监测，本文检索查阅美国、欧盟、中国等的重点病毒性呼吸道传染病监测情况，

并针对性提出加强信息化建设、丰富监测手段、加强早期监测预警机制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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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piratory virus infections spread quickly, and some diseases are even more 
likely to cause a global epidemic. In order to explore how better to carry out surveillance of viral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author searched the surveillance situation of key viral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in America, Europe, and China, et al., then put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such as strengthening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roaden monitoring 
channels, building early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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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呼吸道传染病常见的病原体有鼻病毒、流感病

毒、副流感病毒、呼吸道腺病毒、人偏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

毒（RSV）、冠状病毒等，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传染性强，传

播速度快，如 2009 年的甲型 H1N1 流感病毒引起的世界流

感大流行、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引起的全球大

流行。因此做好病毒性呼吸道传染病的监测，及时发现具

有潜在大流行风险病原或疾病流行特征的改变，建立呼吸

道传染病预测预警机制至关重要。本文描述了全球及不同

大洲监测工作开展较成熟的部分国家和地区流感、新冠病

毒感染等重点病毒性呼吸道传染病监测情况，为进一步加

强中国监测系统提供参考。

一、全球监测情况

WHO 主导的全球流感规划及全球流感监测和响应系

统（GISRS），是用于监测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病毒的全球性系

统，包括 127 个成员国［1］。流感监测由各国向 WHO 报告流

感流行病学和病毒学数据，每两周发布最新情况，监测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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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流感样病例（ILI）和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SARI），

WHO 将 ILI 定义为过去 10 d 内发热≥38 ℃、伴有咳嗽的急性

呼 吸 道 感 染 病 例（ARI）；SARI 定 义 为 过 去 10 d 内 发 热 ≥
38 ℃，伴有咳嗽的 ARI 的需要住院治疗病例［2］。新冠病毒

监测由各成员国自愿向 WHO 总部提交每日新冠病毒病例

数、死亡数、每周住院、出院数、检测数等［3］。为扩大病毒监

测范围，WHO 还鼓励各国同时监测多种病毒，至少同时监

测流感和新冠病毒［2］。见表 1。鉴于 WHO 监测数据由不同

国家和地区上报，各地监测能力参差不齐，监测数据的代表

性和质量可能存在差异。此外开展监测工作人员不足、部

分地方政府能力薄弱等也对监测工作高效开展有一定

阻力［1］。

WHO 计划基于 GISRS 开展 RSV 监测，且期望不给流感

监测带来影响，目前在每个区域选择 2~3 个国家开展试点，

评估基于流感监测平台开展 RSV 监测的可行性［4］。因 RSV
感染的儿童通常无发热，WHO 将门诊 RSV 监测对象定义为

ARI（过去 10 d 至少出现咳嗽、咽痛、呼吸短促或流涕中的任

一种急性症状）或广义的 ILI（过去 10 d 出现伴有咳嗽的

ARI），住院 RSV 监测对象定义为发热或未发热、其他条件

符合 SARI 定义的患者。RSV 监测病例定义的有效性和敏

感性尚待进一步评估。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对全球呼吸道病毒的监测工作也产

生了较大影响。在早期大流行期间，部分国家暂停或减少

了对其他呼吸道病毒的检测，将重点放在新冠病毒检测上，

其他呼吸道病毒的检测量下降［5］；另外由于各个国家和地

区为控制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采取的非药物干预措施，对病

毒传播造成影响，例如澳大利亚 RSV、流感入院人数显著减

少［6］，南美洲的下呼吸道感染病例、儿童重症住院人数也有

所减少［7］；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干预措施导致获取医疗保健

不便捷，多数国家监测到流感、RSV 等流行高峰发生了改

变［8］。但从另一角度来看，病毒测序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

英国等许多国家将测序技术纳入地方实验室检测能力，改

善了地方实验室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水平，对其他呼吸道病

毒的监测和检测能力也是一种极大的提升［5］。

二、美国监测情况

美国的监测系统种类较丰富，监测机制相对成熟。美

国定期向 WHO 报送流感监测数据，并参与 WHO 的 RSV 监

测试点工作［4］。除了 WHO 建议的相关监测项目，美国根据

需求建立了自己的监测系统［9］。

美国的国家呼吸道和肠道病毒监测系统（NREVSS）是

自愿的、以实验室为基础的监测系统［9］，覆盖约 300 个临床

实验室、100 个公共卫生实验室，建立初期旨在监测流感和

RSV 的季节特征，开展流感病毒基因测序和抗原检测，监测

病毒病原学特征变化。随着不断发展，NREVSS 也用于开

展人偏肺病毒、呼吸道腺病毒、副流感病毒、冠状病毒（新冠

病毒除外）等呼吸道病毒监测。通过这一监测系统，各参与

表 1 WHO、部分国家及地区重点病毒性呼吸道传染病监测情况比较

国家/地区

WHO

美国

欧盟

英国

澳大利亚

中国香港地区

流感监测

•  全 球 流 感 监 测 和 响 应 系 统
（GISRS）：各 国 向 WHO 报 告 流 感
样病例（ILI）数和严重急性呼吸道
感染病例（SARI）数；流感病毒监
测：WHO 每 2 周发布最新情况

•  门诊病例监测、养老院监测、住院
监测、死亡监测，每周报送

•  亮点：国家呼吸道和肠道病毒监测
系统（NREVSS），每周自愿报告每
周总检测数和每周总阳性数

•  欧盟流感监测网络：流行病学监测
和病毒学监测，每周报送

•  亮点：监测对象包括 ILI 和急性呼
吸道感染病例（ARI）

•  初级保健 ILI 监测、二级保健 ILI 监
测、实验室监测等，每周报送

•  亮点：ARI 事件社区监测、FluSur⁃
vey 互联网监测

•  ILI 监测、住院监测、死亡监测、实
验室监测等，每周报送

•  亮点：在线调查系统开展社区监测

•  定点普通门诊/私人诊所、公立医
院急诊科等哨点监测，实验室监
测 、ILI 暴 发 监 测 、流 感 入 院 率 监
测、重症个案监测等，每周报送

•  亮点：幼儿中心/幼儿园、养老院、
中医诊所等多场所症状监测

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监测

•  成员国自愿报送每日新冠病
毒病例数、死亡数，每周住院、
出院数、检测数等

•  症状监测、实验室监测、污水
监测、变异株监测、血清学监
测等，每周报送

•  亮点：新冠病毒住院监测网络
进行儿童及成年人住院情况
监测

•  新冠病毒监测网络：报告新冠
病毒感染病例数、死亡数、重
症住院数等，每周报送

•  实验室监测、社区监测、住院
监测、死亡监测

•  建立新冠病毒感染调查项目
（CIS）监测社区人群感染情况

•  每日报告病例数、新冠病毒相
关死亡、养老院、住院及重症
加强护理病房救治情况

•  亮点：老年护理事件响应系统

•  实验室监测、基因测序、重症/
死亡个案监测、污水监测，定
点 普 通 门 诊/私 人 诊 所 监 测
等，每周报送

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监测

•  试点监测：GISRS 对
ARI/拓展的 ILI、拓展
的 SARI 监测

•  NREVSS：每 周 开 展
病原学监测

•  亮点：RSV 住院监测
网 络 监 测 儿 童 和 成
年人住院情况

•  部 分 地 区 对 ILI 或
ARI、SARI 同时开展
流感、新冠病毒、RSV
病原体的检测

•  利用 CIS 对监测人群
同时开展新冠病毒、
流感和 RSV 的检测

•  按法定传染病报告

•  实验室监测，每周报
送

其他病毒性呼吸道
传染病监测

•  鼓 励 各 国 同 时 监 测
多种病毒，至少同时
监 测 流 感 和 新 冠 病
毒

•  NREVSS 用于开展人
偏肺病毒、呼吸道腺
病 毒 、副 流 感 病 毒 、
冠 状 病 毒 等 呼 吸 道
病毒监测

-

•  实验室监测：呼吸道
疾病数据收集系统

-

•  实验室监测，每周报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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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每周自愿报告本机构各类病毒的每周总检测数和每

周总阳性数，是否开展相关的病毒检测由临床判定。美国

CDC 利用这些数据每周撰写监测报告，对上述病原的流行

特征和趋势进行描述。

除基于 NREVSS 的实验室监测外，美国的流感监测还

包括门诊病例监测、养老院监测、住院监测和死亡监测［10］。

其中，门诊监测网络覆盖所有州，每周超 3 000 个门诊医疗

机构提供就诊总数及不同年龄段 ILI 数；养老院监测则要求

养老院每周上报实验室确诊流感病例。

美国还利用 RSV 住院监测网络监测美国儿童和成年人

的 RSV 感染住院情况，该系统有 12 个州 58 个县参与，覆盖

了 8% 的美国人口［11］。该系统为基于人群的监测系统，收集

经实验室确诊的感染 RSV 的住院病例数，包括因 RSV 导致

的入住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CU）或死亡病例，统计每周的

RSV 相关住院率（RSV 相关住院病例占所有住院病例的比

例）。该系统可展示不同年龄、种族、性别、季节、地区等的

RSV 感染住院情况变化趋势，初步掌握 RSV 相关住院治疗

负担。但 RSV 相关住院率没有考虑到部分医疗机构检测量

不足、诊断检测敏感性、不同机构异质性等，住院率计算方

法需要进一步进行调整。

美国使用多个系统监测新冠病毒感染，包括流感和病

毒性呼吸道疾病监测、综合征监测、实验室报告、卫生保健

系统报告、研究平台等，利用新冠病毒住院监测网络进行儿

童及成年人住院情况监测，此外还开展污水监测、变异株监

测、血清学监测等［12］。见表 1。

美国的监测网络较丰富，监测内容也相对全面。但仍

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在病毒监测方面，由于涉及公共卫生

实验室和临床实验室，公共卫生实验室经常收到已在临床

实验室检出病毒阳性的样本，因此监测的病毒阳性率可能

高于实际，存在一定的优化空间［10］。第二，部分实验室报告

数据不及时，可能存在一周或几周的延迟，导致监测数据不

完整，对病毒感染及时有效开展预测预警产生一定影响［9］。

第三，人偏肺病毒、呼吸道腺病毒、副流感病毒主要基于医

疗机构实验室监测。美国对 ARI 儿童患者病毒监测结果显

示，阳性率最高的为鼻病毒和肠道病毒，其次为 RSV、流感

病毒、新冠病毒，副流感病毒、呼吸道腺病毒、人偏肺病毒相

对较低［13］，对病例进行病毒检测，有助于了解病毒流行特

点，但单独对每种病毒开展哨点或症状监测可能会大大增

加监测成本，推测这可能是美国未对其他病毒开展症状监

测的原因之一。

三、欧盟监测情况

欧盟 CDC 建立了欧盟流感监测网络，通过欧洲监测系

统（TESSy）收集流行病学监测和病毒学监测数据［14］。与其

他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是，欧盟的流感监测对象包括 ILI 和

ARI，由哨点初级卫生保健机构按年龄组上报 ILI 和 ARI 数

据。病毒监测则通过哨点和非哨点机构收集流感病毒的类

型和 RSV 监测结果。

欧盟的新冠病毒监测网络每周通过 TESSy 报告新冠病

毒感染病例数、死亡数、重症住院数等数据。由于新冠病毒

和流感的传播特征相似，新冠病毒监测网络和流感病毒监

测网络存在重叠［15］。

2022 年欧盟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各欧盟成员国一

致认为应对有大流行潜力的呼吸道病毒（主要包括流感、新

冠病毒和 RSV）进行综合监测［16］。目前欧盟有约 89% 的国

家/地区已经或计划对初级保健机构的 ILI 或 ARI 同时开展

流感、新冠病毒、RSV 的检测，约 75% 的国家已经或计划对

住院 SARI 同时开展上述 3 种病原体检测。见表 1。

欧盟包含众多成员国，尽管欧盟 CDC 定期开展培训，但

各成员国的实验室检测能力和哨点监测能力存在差异，监

测质量和结果分析也受到一定影响。

四、英国监测情况

英国的呼吸道病毒监测内容包括实验室监测、社区监

测、初级保健 ILI 监测、二级保健 ILI 监测、死亡监测、全球形

势监测等［17］。实验室监测主要通过呼吸道疾病数据系统收

集，该系统在 2009 年流感大流行期间建立，用于收集整理

英国所有实验室检测信息，监测的主要呼吸道病毒包括流

感、新冠病毒、RSV、人偏肺病毒、副流感病毒、鼻病毒等［17］，

大多是根据临床指征来开展相应的病原学检测。根据实验

室检测结果，统计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的新冠

病毒、流感、RSV 等检测阳性情况［18］。英国还开展 ARI 事件

的社区监测，包括流感及其他呼吸道感染确诊暴发或疑似

暴发事件，由养老院、医院、教育系统、监狱、工作场所每周

向英国卫生局上报 ARI 事件数，英国卫生局鼓励各机构对

事件涉及的病例采样开展流感、新冠病毒、RSV、鼻病毒及

其他呼吸道病毒检测，以明确病原体，利用上述数据统计每

周不同场所 ARI 事件发生数及病原体分布［18］。

英国的流感监测基于初级和二级医疗机构开展，初级

医疗机构主要由哨点医院全科医生报告新诊断的 ILI，二级

医疗机构收集流感重症监护住院和实验室确诊的流感死亡

数据［19］。英国开发了名为 FluSurvey 的基于互联网的监测

系统，使用该网站的注册参与者自行报告出现发热、咳嗽等

呼吸道症状及就医行为，从而监测社区中 ILI 的趋势；谷歌

搜索查询也应用到了社区监测中，以多方面开展全国流感

活动水平监测［18］。

2020 年，英国建立了一个由医院及初级保健站点组成

的新冠病毒监测网络［20］。对新冠病毒的监测内容包括实验

室监测、社区监测、住院监测和死亡监测［18］。2020 年 4 月，

英国建立了新冠病毒感染调查项目（CIS）［21］，以邀请参加的

形式对参与人群开展新冠病毒相关的流行病学调查、采集

相关样本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及时监测各地区的新冠病毒

感染水平。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2 月，英国基于 CIS 开展

流感病毒和 RSV 试点调查，对监测人群同时开展新冠病毒、

流感和 RSV 检测，结果发现基于 CIS 联合检测可以提供人

群中流感和 RSV 感染水平的早期预警［22］。见表 1。

五、澳大利亚监测情况

澳大利亚建立的国家法定传染病监测系统，用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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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澳大利亚规定的必须报告传染病，其中呼吸道系统传

染病包括新冠病毒、流感、RSV、军团菌等［23］。

澳大利亚的流感监测包括 ILI 监测、住院监测、死亡监

测、实验室监测等。ILI 监测与其他国家及地区有所不同，

除哨点医院全科监测外，还开展了社区监测［24］。由线上或

线 下 多 渠 道 招 募 的 参 与 者 通 过 简 单 的 在 线 调 查 系 统

（Flutracking）自行上报自己或家庭成员的流感样症状、是否

开展流感病毒检测、就医行为等信息，监测社区流感活动情

况［25-26］。2019 年澳大利亚发表了一项利用社区监测数据预

测流感规模的回顾性研究，结合 Flutracking 自报的 ILI 数、

检测数、就医行为等调查数据对流感规模、流感检测需求量

等进行预测，结果发现可以明显提高预测的准确性［27］。医

院监测往往针对的是前往医院就诊的病例，但并非所有的

ILI 都会就医，因此开展社区监测追踪一般人群的流感感染

情况及就医行为，能更全面地了解流感活动变化，更有利于

估计真实的疾病负担。但线上调查的人群性别、年龄、工作

等构成不一定能代表全人群，参与者自报的数据也可能存

在回忆偏倚［28］。

新冠病毒监测内容包括每日报告病例数、新冠病毒相

关死亡、养老院、住院及 ICU 救治情况［29］。澳大利亚还建立

了老年护理事件响应系统，对养老院感染进行监测，由护理

机构向老年护理网站自行报告机构居民及工作人员的感染

情况，对监测老年脆弱群体及机构工作人员感染情况具有

较好的敏感性。

RSV 感染作为法定传染病报告，监测病例定义为经实

验室确诊的 RSV 病例，目前澳大利亚仅对确诊的 RSV 感染

病例进行上报和监测［30］。见表 1。

六、中国香港地区监测情况

中国香港地区通过在不同层面建立多个监测系统，在

多个系统同时开展多种传染病症状监测和传染病哨点监

测，监测覆盖面较广。

哨点监测包括定点普通门诊/私人诊所、幼儿中心/幼儿

园、养老院、中医诊所、公立医院急诊科等［31］，这些监测系统

同时监测多种传染病包括流感、手足口病、急性结膜炎等。

定点普通门诊/私人诊所监测 ILI、手足口病等的每周求诊

率、病毒化验结果等；定点幼儿中心/幼儿园监测园内出现

发热、咳嗽、腹泻、呕吐等症状的儿童数，计算每周出现相关

症状的幼儿中心/幼儿园的百分比；定点养老院监测院内老

年人每周出现发热、腹泻、呕吐的人次，计算每周每千人出

现症状人次；定点中医诊所统计每周疑似流感、疑似痢疾等

求诊人次，计算每周求诊率；公立医院急诊科统计流感、手

足口等相关症状的求诊比例。

实验室监测包括病原学监测和病毒分型，公共卫生化

验所对收集到的临床呼吸道标本开展包括流感病毒、副流

感病毒、冠状病毒、肺炎支原体、RSV、腺病毒、人偏肺病毒、

鼻病毒在内的呼吸道病毒检测［32］。综合每周上报的流行病

学监测数据及实验室监测的各类病毒检测数和阳性数，评

估香港地区的传染病流行情况。

新冠病毒监测的内容包括实验室监测（公共卫生化验

所和社区检测中心）、基因测序、重症/死亡个案监测、污水

监测、定点普通门诊/私人诊所监测；流感监测内容包括定

点普通门诊/私人诊所、公立医院急诊科、养老院等哨点监

测，以及实验室监测（包括公共卫生化验所和医院管理局）、

ILI 暴发监测、流感入院率监测、重症个案监测等［33］。其他

呼吸道病毒如副流感病毒、RSV 等监测主要为实验室监测，

包括公共卫生化验所检测从医院和社区收到的呼吸道样

本［32］，以及医院管理局收集的儿科医院呼吸道样本的病毒

检测情况，以监测各类呼吸道病毒的阳性率变化趋势［34］。

见表 1。

另外，自 2020 年起，中国香港地区在哨点医院使用国际

统一的疾病诊断编码［31］，用编码表示不同的疾病或诊断，取

代既往的手动数据收集，方便疾病监测数据的收集和统计。

七、我国病毒性呼吸道传染病监测发展前景

建议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打通医院、疾

病预防控制等部门间的信息平台，参考国际统一的疾病诊

断编码，通过信息化平台抓取医疗机构的疾病监测数据，提

高监测效率。

目前我国病毒性呼吸道传染病监测主要依靠哨点医

院，社区、网络调查等未纳入常规监测［35］。建议结合我国实

际情况，借鉴网络调查模式开展社区监测，或建立基于人群

的监测，对养老院等重点场所进行症状和发病监测，充分利

用多种来源的数据，反映全人群疾病流行水平，为估计疾病

负担提供更全面的数据。

全球尚未建立多病原联合症状监测系统，仅部分国家

或地区开展新冠病毒、流感、RSV 的联合监测。建议基于现

有的流感监测网络，探索多病原综合监测体系，根据不同病

原体感染的症状体征，建立恰当的病例定义，既能适当扩大

监测病例的范围，又要考虑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不过度增

加疾病监测的负担。

以流感为例，我国主要监测不同地理区域的季节性活

动情况［36］，建议获取不同人群的发病、住院等情况，更好地

描述季节性流行病的可变负担，同时帮助预测未来大流行

期间激增的医疗需求［37］。获取疾病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

不同人群的流行特点及疾病负担，从而针对性地开展疾病

预防工作。

建立多部门、多系统的传染病早期预测预警机制是疾

病早发现、早预防的关键［38］。未来还需打通部门信息共享

和沟通协调通道，探索建立综合多部门、多系统、多源数据

的传染病预测预警机制，丰富数据来源，并引入人工智能和

机器学习，探索多因素监测预警模型，提高预警的及时性和

准确性，及时甄别可能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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