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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现人及报告人

业特征的研究

冯子健 李克莉金连梅倪大新许真王英

·现场调奄·

【摘要】 目的描述巾吲突发公共l』生事件发现人和报告人的职、咿特扯，为提高国家突发公共

卫牛事什临测报告能力提供建议．方法廊用描述性流行病学办法，利用统一的凋古袁收集并分析

2005 2006年上半匀‘嘲络直撤突发公共上牛事件发现人和报告人职业特征等；{=日关信皂。结果 突

发事件发现者中，仄疗卫生人员占56 40％(f847邝275)，教师占20 58％(674／3275)，疾病预防控制人

员占15 1 5％(496／3275)；发现者中县级及以下医疗机构人员^8l儿％；事件撤告者中医疗卫生人员

占56 82％(1 8刚／3275)，疾病预防控制人员占2I 77％(713／3275)，教师占10 75％(352／3275)；来自医

疗机构的报告者中，址级搜以卜医疗卫生机构人员^84 02％。结论 日前医疗卫生人员足中闰突发

公共卫牛事件的主要发现人和报告人，冈此加强对医疗机构，尤其是乡镇医疗机构和学校村1关【一作人

员的培训和指导，对提高突发事什发现和报告能力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监测；突发公共卫牛事件；职业；发现人；报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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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突发公共Ti生事件(突发事件)的监测，早

期发现和报告突发事件，为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和

应急处置提供尽早的机会，对防止事件的扩大和播

散、降低突发事件所造成的危害具有重要意义。本

研究旨在通过对2005 2006年J一半年矧络直报突

发事件的回顾性调查，描述事件发现人及报告人的

职业特征，为科学地制定突发事件监测方案，进一步

作者单位：100050北京，r¨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疲病榨制与应急

处理办公室(冯子健、垒连梅、倪凡新、许真)；山东省搴曩市疾病琐防

控制中心(李克辅)I中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f英)

提高突发事件的监测报告能力提供针对性的建议。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为2005 2006年『一半年通过突发

事什刚络直报系统报告并已结案的事件。

2研究方法：采川l旦|顾性调企。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疾病控制与应急处理办公室负责回顾性调

查的组织实施，制定《网络甑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凋

查表》，并以正式文件下发至各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CDc)。省级cDC负责该省(区／市)调查工作的

中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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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协调、调查表分发与回收、现场督导及质量控制

等工作。各省地市级CDc调查人员负责对突发事

件报告地的县级cDc机构应急管理／处置的工作人

员询问并查询档案，填写2005—2006年上半年该县

(市／区)发生并纳入国家突发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

统的突发事件的发现、报告等相关信息。田客观原

因，地市级cDc无法派调查员到县级cDc进行现

场调查的，由地市级cDc将调查表及事件一览表F

发到相关县级c1)C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或突发事件

信息管理工作人员手巾，他们通过查阅档案资料等

方式获取相关信息并填写凋查表。

《网络直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调查表》的主要内

容包括事什发现人及报告人所在单位类别、级别及

具体职业、发现事件的方式和时问、报告事件的时间

及事件的核实、确认与网络直报等信息。其中，事件

发现人是指最先发现该事件并使该事件最终纳入突

发事件直报系统的人员，该人员发现该事件并引起

警觉后，向cDc、所在单位、社区、新闻媒体或其他

有关单位报告／提供该事件的信息，使得该事件作为

突发事件进行网络直报。事件报告人指第一个A接

向县级cDc报告该事件信息的人员。

3．统计学分析：利用Excd及sAs9．1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主要采用构成比、率等指标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 果

1基本情况：本次研究对2005—2006年上半年

网络直报各类突发事件共3432起进行调查，回收调

查表3386份，应答率为98．66％。其中获得合格凋

查表3275份，合格率为96 73％。

2．突发事件发现人的职业特征：3275起事件

中，最初由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发现的事件为2394起

(73 10％)，由非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发现的事件为

842起(25．71％)，最初发现人信息不详的事件为39

起(1．19％)。在各类事件中，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均

足主要的发现人。群体性原因不叨疾病、传染病及

食物中毒事件中，医疗卫生机构人员作为发现人所

占的比例依次升高，分别为55．10％、70．45％和

85 63％。最初由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发现的

2394起事件巾，医务人员发现1847起，疾病预防控

制(疾控)人员发现496起，实验室、卫生监督及卫生

行政人员发现较少。目前，我国医疗卫生机构人员

是发现突发事件的主要人群，尤其是一线的医务人

员，其发现的事件起数占事件总起数的56 40％。由

：jE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发现的事件为842起，其中由

学校教师发现674起，占总事件数的20 58％。在

2157起学校突发事件中(占事件总体的65 86％)，

有767起事件是由校医或教师发现的，占全部学校

事件的35．56％(表1、2)。

突发事件发现者以机构区分，医疗机构占

85．59％，疾控机构占11．99％，卫生行政部门及卫生

监督执法机构所占比例较小。其中医疗机构的门／

急诊和预防保健科发现事件较多，分别占47．74％、

30 79％。县级及以下(包括县级、乡镇级及村级)医

疗机构人员占81．11％，其中乡镇级医疗机构人员所

占比例最高，为49．12％；县级占24 39％；村级占

7 60％；地市级以上医疗机构仅占10．69％。这可能

与突发事件多发生在乡镇及农村地区有关，而其他

部门发现事件均较少。

表1 我国3275起突发事件发现人的职业分布

事什类型 起数

医疗卫生机构人员 非医疗卫生机构凡员

雾 蓥 警群箍茬 嚣 尜盏荐耋勰蠹菁惹
职业
4：详

往：括号内数据为梅成比(％)

 



尘里煎塑堑芏鐾查!!!!生!旦蔓塑鲞蔓!塑竺虫』兰eti!些虫』!!!!壁21塑，坠l上!!!堕．1

表2 我国3275起突发事件中发现人的职业

分市构成比(％)

医疗卫生机构 非囝亍耻机构
事件类型

起数雯蜇雯羹其他教师其他人员 人员升⋯⋯⋯。
职业
不详

传染病 2369 50 11 19 04 l 3l 25 71 3 21 O 63

贫物中霉640 79 69 3 44 2 50 4 84 7 50 2 03

蚬业中毒 58 65 52 6 9【l l 72 O 00 20 69 5 17

其他中毒 13 69 23 7 69 0 00 7 69 15 38 0 00

环境因素事件 80 65 00 3 75 l 25 5 0018 75 6 25

群体性原斟不咀虞病49小)观12 24 2 04 28 5714 29 2I】4

其他公共卫生事件 58 48 28 10 34 i 72 241412 07 3 45

免接接种事件 8 37 50 37 50 0 O【】12 5012 50 0 00

合汁 3275 56 40 15 15 1 56 20 58 5 13 1 19

3突发事件报告人的职、眦特征：3275起被调查

事什中，事件发现人与事件报告人同为一人的事件

为1697起(51．82％)。由医疗卫生机构向疾控机构

报告的事件为2747起(83 88％)，由非医疗卫生机

构报告的事件为485起(14 81％)。由医疗卫生机

构报告的2747起事件中，医务人员报告186l起，疾

控人员报告713起(表3、4)。群体性原凼不明疾

病、传染病及食物中毒事件中医疗卫生机构人员作

为报告人所占的比例依次升高，分别为63 27％、

82．78％和91 09％。报告信息来源于卫生监督执法

人员、卫生行政人员及实验室人员的事件较少。目

前，我国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是向疾控机构报告突发

事件的主要人群，尤其足一线的医务人员，其报告的

事件起数占事件总起数的56 82％。其他部门报告

的事件占少数，其中在学校事件中，由校医或教师报

告的占26 29％。

医疗卫生机构报告人中，医疗机构占81 73％，

疾控机构占11．83％，卫生行政部门占2 29％，卫

生监督执法机构占2 07％。其中，在医疗机构中，

3

预防保健科和门／急诊报告事件较多，分别占

50．24％和21．90％。县级及以下(包括县级、乡镇

及村级)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占84．02％，其中乡镇级

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所占比重最高，为57．12％；县

级占24．54％；村级占2．37％；地市级以上医疗机

构仅占9．97％。这与突发事件发生的地点多在乡镇

殷农村的特点可能有关。另外，由校医直接报告的

事件占4．13％。

讨 论

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报告突发事件隐患，责任报

告单位包括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指

定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机构、各级各类医疗卫

生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单位、与群众健康和卫生保健

工作有密切关系的机构，如检验检疫机构、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机构、环境保护监测机构、教育机构等。责

任报告人定义为执行职务的各级各类陈疗卫生机构

的医疗卫生人员、个体开业医生。由定义可以看出，

我国对突发事件责任报告单位进行了规定，但部分

责任报告单位中没有明确责任报告人；对事件发现

人则没有明确的界定。美围cDc对1988—1999年

1099起生物恐怖相关传染病暴发事件的凋查显示，

由卫生人员报告的事件占66 8％，由国外卫生部门、

非政府组织或公众等报告的事件均占少数。由此，

他们获得的经验是：加强·线医疗人员的技能培训

和财政支持，有针对性地扩展事件的信息来源，改进

监测的薄弱环节，以提高事件的发现和报告能力，这

些建议对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者尤其重要⋯。

表3 我国3275起突发事件中报告人的职业分布

注：同表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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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我国3275起突发事件报告人职业类别构成比(％)

医疗卫生类 非医疗H生类

事件类型

起数雯萤雯簧其他教师其他
职业
不详

传染病

食物中毒

环境因素事忭

职、lk中毒

群体性原冈币明疾病

其他中毒

免疫接种事件

其他公共卫生事件

合汁

2369 53 44 26 85 2 49 13 34

640 69 06 7 19 14 84 2 03

80 66 25 8 75 5 00 2 50

58 62 07 10 34 12 07 0 00

49 44 90 12 24 6 2 16 33

3 76 92 7 69 15 38 0 00

g 5【)(“】37 50 0 00 12 50

58 48 28 13 79 5 17 2【)69

3275 56 82 2l 77 5 28 10 75

王17

4 53

11 25

14 29

0 00

0 00

8 62

4 06

1医疗U生人员在突发事件发现和报告中的作

用：本次调查显示，我国医疗卫生人员既是突发事件

最主要的发现人，也是突发事件信息最上要的报告

人，尤其是一线医务人员，其直接发现和报告的事件

起数占事件总数的一半以上。医务人员在日常诊疗

过程中，可以发现病例的聚集性或特殊病例。尤其

乡镇级及县级医疗卫生机构承担着大量的病例初诊

工作，与事什的最初发现、识别和报告密切相关，作

为突发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的“网底”，是决定突发事

件信息及时性和敏感性的关键环节⋯。圜外以医院

为基础的传染病暴发监测系统，一般由医护人员直

接进行恻络报告”1。2006年我国卫生部《国家突发

公共n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试行)》

规定，医疗机构等专业技术机构发现突发事件后可

通过网络直报系统直接进行报告。因此．有针对性

地加强基层医疗机构从业人员的培训和指导，加大

突发事件监测报告工作经费的投入和管理，将对突

发事件的发现和报告产生积极影响2。“。

疾控人员通过浏览审核报告R、现场流行病学

涮查及分析传染病疫情监测系统数据等途径来发现

和报告的事件，也占一定比例，说明疾控人员对突发

事件已具有一定的主动监测能力。卫生监督执法、

卫生行政及实验室人员发现的突发事件仅占少数，

但仍是某些突发事件的重要信息来源(如霍乱需经

实验室确诊)。

2校医和教帅在学校突发事件发现和报告中的

作用：发生在学校的突发事件约占全部突发事件的

70％，其中以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感冒、麻疹及水

痘等儿童易感的传染病事件为主，该类疾病容易识

别，校医或教师在发现和报告该类事件中更具有利

条件。但本次调查显示，在学校突发事件中，由校医

或教师发现的事件仅占学校事件的35．56％。近年

来，各级有关部门对学校突发事件日趋重视，监测制

度逐步完善，校医和教师的防范意识也逐渐增强’，

但目前仍应进一步加强基层学校卫生室的建设，强

化对校医和教师的培训指导，通过校陕门诊、晨检、

缺勤率监测等多种有效途径)K早期发现和报告学校

内疾病暴发m。

3突发事件的信息来源应进·步扩展：多个信

息来源将有助于突发事件的发现和确认“’“。除健

康服务提供者及公共卫生部门外，其他人员及组织

也可发现并报告暴发疫情。如加强列鸟类等动物疾

病的监测将有助于西尼罗病毒脑炎暴发的发现，兽

医可以是暴发的第一发现人”。针对不同类型的事

件，i殳置重点监测场所或监测人群，并保证提供有效

的报告途径或报告^式，将有利十发现特定人群中

的突发事件。在我闲，除医疗卫生和教育部门发现

和报告突发事件较多外，厂矿企业、斋牧部门及新削

媒体等部门参与较少。突发事件的监测，纵向应深

入，提高社区门诊、村卫士室等基层医疗机构发现和

报告突发事件的能力；横向需联合，与环境、教育、畜

牧、交通、科研院校、媒体及军队等多{}|5门卅展联合

监测⋯，以不断提高整个社会对生物恐怖、疾病暴发

及不明原凶疾病等突发事件的发现和报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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