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述评·

再论重视现场流行病学

张顺祥

现场流行病学（!"#$% #&"%#’"($()*）正受到我国流

行病学乃至公共卫生同行的热情关注和积极实践，

已有多位知名教授呼吁重视现场调查和现场流行病

学研究［+,-］，本文从概念、特征和应用视角，进一步阐

述重视现场流行病学的问题。

流行病学工作者走向现场，把流行病学理论和

方法应用于实际，不仅可以展示学科的风采，也是实

践的需要，社会和公众的需要。传染病、原因不明疾

病的爆发和流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调查处理，

历来就是流行病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也丰富和发

展了流行病学学科。美国“.·++”恐怖袭击事件后，

相继出现了有关炭疽多例，随后世界许多国家展开

了防范生物恐怖炭疽（/"(0#11(1"2’,1#$30#% 4506137）的

工作，我国疾病控制工作者也付出了行动。疾病爆

发和公共卫生突发性事件的调查和处理越来越受到

我国政府的重视［8］。

现场流行病学将有可能成为流行病学的分支学

科。9#$2#* 等［:］最先将流行病学爆发调查扩展为流

行调查，即调查内容包括疾病、特异性健康相关行为

（2&#;"!"; 6#3$06,1#$30#% <#63="(1）和 健 康 相 关 事 件

（6#3$06,1#$30#% #=#502）等。>1#))［?］较早认为，流行病

现场调查并没有过多的技术值得讨论，是一个实用

而基本的问题，但在其新近组编的专著中，系统地阐

述了现场流行病学的方法和特点。@320［A］在新版

《流行病学词典》中指出，现场流行病学是流行病学

在公共卫生服务和社区人群等现场工作中的实践，

主要解决如何进行流行和爆发调查、如何采取措施

保护和增进公众健康问题。吴系科教授将现场调查

概括 为 应 急 性 和 预 先 有 计 划 的 流 行 病 学 调 查 两

类［+］，前者称为现场流行病学。因此，我们认为，现

场流行病学主要以疾病爆发和应急性公共卫生问题

的解决为目的，采用现代流行病学和其他学科的理

论和方法，及时做出科学的调查结论，并采取有效的

控制措施；现场流行病学是流行病学应用于疾病预

防 和控制实践，同时吸取实验科学、大众传媒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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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学、决策论和计算机技术等相关学科理论和方

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交叉学科，是流行病学

向群体和宏观应用方面发展而产生的分支。

上述现场流行病学的定义亟待完善，但现场流

行病学研究内容已经明确，从所具有的下列特征，能

使我们相信，确有必要对其重新审视和认识。

+ E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具有鲜明的“时效性”：主

要解决疾病爆发、重大疾病流行和突发性公共卫生

事件等，不仅来势迅猛，事先不可预知，而且极受关

注，必须尽快予以回应和解决。以 +.BB 年上海甲型

肝炎爆发为例，+ F - 月间共发生D. D-C例，呈突发性

紧急疫情，且波及 +D 个市区，呈较高的罹患水平，给

社会、经济造成较大的压力［B］。对此类问题，流行病

学工作者必须积极果断地参与和解决。

D E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呈现一定的“复杂性”：调

查的问题总是以原因不明疾病和事件的面貌出现，

据 >((%’35 等［.］报道，+.8? F +.BA 年期间，美国疾病

预防与控制中心参与处理的疫情达D .CC起，在疫情

报告中 D+G为不明原因疾病，??G为传染病，+-G为

非传染性疾病。另外，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会涉及到

责任追究、法律诉讼、多部门配合、国内外合作等问

题，要科学公正地做出调查结论，必然面对复杂性的

挑战。

- E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更突出“双管性”：即调查

和处理同步，一开始就不仅要收集和分析资料，寻求

科学的调查结果，而且应采取公共卫生措施。只顾

调查寻找暴露因子，而不采取措施，会招致公众误

解，甚至引起法律诉讼，而且，采取措施并观察其效

果，也是现场流行病学认识疾病传染源、传播机制的

重要内容。

8 E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具有“社会性”，必须面对

公众和传媒：疾病爆发或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本身

就是新闻热点和公众焦点。流行病学工作者需要媒

体传播有利于自身、人群和社会的重要信息，媒体却

需要公共卫生轶事去“炒作”新闻，两者目的有所不

同。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有责任正确引导媒体和公

众，防止传媒误导和公众偏差。+..A 年香港发生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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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首例病人 ! 月份被确诊后，引发香港媒体关

注。截至 "##$ 年 " 月，共发现 "% 例禽流感病人和 &
例疑似病人，进一步吸引全球媒体。香港有关部门

付出很大精力应对，直至 "!’ 余万只禽类被屠宰，标

志禽流感被平息。我国疾病控制工作者已经认识

到，在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中，面对公众和传媒也是一

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遵循“合法性”，既要依法

调查，又要遵守法律：我国制定的相应法律，赋予了

现场流行病工作者调查和处理疾病爆发与突发性公

共卫生事件的权利以及公众合作的义务。然而，调

查中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也会受到相关法律约束，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可能被送审或作为法律证

据。"##$ 年深圳市某医院发生龟分支杆菌院内感

染爆发，)#) 例手术病人中，"%$ 例术后切口感染，罹

患率高达!* (!+。调查结果表明，这是一起错配消

毒剂而使手术器械消毒无效引起的分支杆菌脓肿亚

种合并其他细菌感染的严重事件。"### 年始，先后

有李某等 !’ 余名受害者依法起诉医院和消毒剂生

产单位［"’］，最后法庭判决由被告某医院对原告造成

的损失承担全部民事责任，其中仅对李某一人就赔

偿人民币共计")$ ,’’余元。类似案例在国内已屡

见不鲜。

%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注重“证据性”，要充分依

靠实验室支持：疾病爆发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

病原体、暴露因子、传播机制等的判定，特异性实验

室检 测 必 不 可 少。以 美 国 西 尼 罗 病 毒（-./0 123.
4256/，-17）性脑炎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为例［""］，"###
年夏，纽约老年性脑炎病人增多，) 周内出现 )! 例

病人；随后共对 *"# 例脑炎病人血和脑脊液中 -17
特异性抗体阳性者，采用 89:;<8 方法做进一步检

测，共确诊 %) 例 -17 感染者；并从当地乌鸦、蚊子

体内分离到 -17，基因测序与人体内分离到的病毒

同源。最终判明了本病的传播机制。值得指出，只

有在公共卫生监测和预防控制的常规工作中，实验

室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才能在疾病爆发或突发性

卫生事件的紧急情况下，启动实验项目而派上用场。

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与实验室工作人员必须彼此了

解，建立良好关系。

*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面临“跨地域性”，国内外

合作趋于紧密：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国内外交往

日趋频繁，使传染病爆发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

危害更加广泛，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面临国内地区

间和国外同行的信息和支持，也常常需要对下级机

构的报告和请求做出回应。无论是上下级间、地区

间或国际间合作，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需要首先摆

正位置，必须把自己看作当地同行的一员，热情帮助

他们，充分依靠当地力量，与他们建立融洽的关系，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调查按设计逐步推进。

综上所述，现场流行病学虽以传统流行病学的

理论和方法为基础，但其内容远比流行病学“爆发调

查”丰富。流行病学工作者融入现场，就能将掌握的

理论、方法和技术充分地予以应用，展示学科的社会

价值；公共卫生和疾病控制工作者在现场工作中，只

要不断吸收和应用流行病学理论和方法，就能增强

现场调查的学术性；公共卫生管理工作者具备了现

场流行病学的观念，就能进一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

现场流行病学在学科交叉中将会得到丰富，在服务

政府、服务社会和服务公众的实践中将会得到进一

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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