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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甲型(H 1N1)流感·

甲型(H【N1)流感现场流行病学的几点思考

张顺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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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型(H1N1)流感曾被称为人感染猪流感，最早

发生于墨西哥和美国。WHO于2009年4月24日和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4月23日分别在其网

站上做了正式报道。该型流感由包含少见基因片段

复合体的新病毒引起，甲型(HlNl)病毒此前在美国

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和猪体内从未被发现¨，“。从

甲型(H1N1)流感暴发的短短几天时间内，即被

wHO确定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并将大流感预警级别由开始的3级提升为4级后，

再提升至5级。目前全球已经进入流感大流行的边

沿[34]。与此同时，发现和报告甲型(HlNl)流感病

例已经包括美洲、欧洲和亚洲的21个国家和地区，

病例数还在不断地翻新。世界各国政府也纷纷采

取了一系列应急性措施，公共卫生机构和工作人员

作为专业队伍又一次被推到重大传染病预防控制

的前沿。我国卫生部在第一时间对这场突如其来

的疫情做出了反应，中国CDc也及时调集专业力量

【6t“，参与了这场“战役”。甲型(HlNl)流感疫情如

何演变还是未知数，应对这场公共卫生事件的帷幕

才刚刚拉开。

在调查和处理传染病爆发性流行中应运而生、

在应急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展壮大的现

场流行病学，在这场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控制中

必将再显身手。由Gregg主编的第三版“现场流行

病学”于2008年10月出版，该部学术专著对现场流

行病学定义进行了更新。认为现场流行病学主要解

决发生时难以预料的问题，强调流行病学工作者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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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立即做出反应，深入发生公共卫生事件的现场解

决问题；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深度可能受到必须及早

采取措施的限制，研究设计和流行病学方法也会受

到紧急情况的制约阳]。世界各国近年来高度重视人

感染禽流感的预防和控制，wHo一直致力于流感大

流行的应对，并告诫全球，流感大流行将会发生，但

具体发生的时间却不能确定。因此，甲型(H1N1)流

感正是现场流行病学所要研究的问题。相信全球的

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已经参与到了这场应对甲型

(HlNl)流感的战役之中。本文结合甲型(HlNl)流

感疫情应对，对现场流行病学提出几点思考。

1．流感监测系统在这场甲型(HlNl)流感疫情

中已经并且还将发挥重要作用。墨西哥发生的这场

甲型(HlNl)流感是如何被发现和确定的?这是值

得讨论的问题。据美国cDc对该国最先发现的5例

病例报道显示旧，lo】，这些病例分别于4月中旬在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San Diego县、Imperial县和德克萨斯

州的Guadalope县当地诊所因流感样病例就医，从而

进入美国常规流感监测系统。由就医的诊所和医疗

机构采集患者样本，在当地县卫生部门的实验室进

行常规检测，发现甲型流感病毒阳性但未能分型，样

本常规送往美国CDC后，在5．6 d的时间内，美国

CDC于4月21日公开发表了甲型(HlNl)流感检测

确认结果旧J。与此同时，在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德

克萨斯州相邻的墨西哥正在发生流感暴发疫情并发

现了死亡病例，墨西哥送往加拿大的18份流感患者

样本也检测出同样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由此

可见，美国常规运行的流感监测系统在此次流感疫

情的病原体早期实验室确诊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现场流行病学以现代疾病监测和公共卫生监测

理论、方法为根本n1|，结合本次猪流感应对的现实，

不难理解其理由：①现场流行病学认为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及时发现和甄别，离不开常规化、高效运作

的监测系统。疾病报告或辅以互联网模式的病例报

告系统，称为被动监测，对疾病的早期诊断有益，但

在疾病，尤其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早期发现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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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被动”；早期发现必须依赖主动的疾病监测系

统。②为了及早发现人群中疾病，尤其是新发传染

病的发生和流行，现场流行病学更倡导症状监测

(syndromic surveillance)，认为症状监测更能达到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早期发现的目标；流感监测系统可

以归属于症状监测的范畴。③现场流行病学更加注

重监测结果的反馈、报告和发布。于是，专业目的的

监测赋予了社会信息共享和公众互动的新使命；换

言之，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按照传播学的理

论和方法，要把事实如实地告知需要知道的人群和

公众，这个事实就可以理解为动态的监测结果，发布

监测结果就可以避免与媒体互动时说大话、套话和

主观判断或不切实际的话语。④现场流行病学更注

重及早采取可能的预防控制措施，其依据不是现场

调查的最终结论，而是动态的监测系统不断提供的

信息。因此，监测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重要

性，还表现在能为其采取一系列措施提供重要的决

策依据。在这场甲型(HlNl)流感疫情中，wHO倡

议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加强监测，并根据其结果和

疫情的发展，不断调整流感大流行的预警级别，指导

各国展开行动。通过分析甲型(H1N1)流感发现和

确定的过程，深刻的理解为什么现场流行病学如此

强调监测的重要性。

2．公共卫生专业工作者在这场甲型(H1N1)流

感应对中必将发挥主力军作用。这场甲型(HlNl)

流感极有可能演变成全球性的流感大流行，、ⅣHO已

经预示其传播速度强于sARS，但为什么并没有引

起像SARS一样的恐慌?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应对，有了经受实战考验的

专业主力军，即公共卫生工作者，包括现场流行病学

工作者。SARS之后风靡全球的现场流行病学培训

项目[12|。产出的不是一般的流行病学专业人才，而是

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击队”；他们在常见的

疾病暴发、食物中毒和职业中毒等疾病预防控制事

件中“干中学”，目的就是应对如同甲型(HlNl)流感

这样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他们所掌握的不仅

是现代流行病学的理论和方法，还有其他学科的相

关知识和技术。因为现场流行病学同时汲取的传播

学、法学、危机处理技术、管理学和决策学、实验科

学、计算机技术等学科理论和方法，会使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处理更加得心应手，从而使现场流行病学

呈现了独特性。它能化解和承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带来的挑战，把陷于窘迫的流行病学工作者引入决策

和公共卫生行动的法律学、伦理学和管理学领域引。

简言之，现场流行病学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

进化而来的应用学科体系，具有明显的交叉学科优

势。除了上述经过专业培训的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

之外，更多的是经过了生物恐怖、SARS和人感染禽

流感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考验的医疗、卫

生专业人员和管理者，他们无疑也受到了现场流行

病学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成为这场甲型(H1N1)流感

应对的主力军。

从甲型(H1N1)流感的发现和确定，就不难看出

现场流行病学理论主导下的实验室检测技术支持是

如何的发挥作用。至少说明：①应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实验室检测不仅要有传统实验科学的严谨，

要有与现代实验理论和技术发展相适应的快速、便

捷、灵敏和特异的检测方法，还要注重实验窜的网络

信息化、运行一体化和实验室人员主动积极参与等

岗位责任、操作规范和丁作意识的形成。这实际上

是现场流行病学的公共卫生监测理论对实验室技术

支持的需求反应，即辅以良好实验室检测数据的公

共卫生监测，结果会更加重要。②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病原体、暴露因子、传播机制等的最终判定，特

异性实验室检测必不可少。目前WHO更新的数据

表明n引，截至5月1日，墨西哥2960例(包括死亡312

例)疑似猪流感病例中，只有确证病例156例(包括

死亡9例)；而美国109例(包括死亡1例)均为实验

室确诊病例。数字对比证明，有无特异性实验室检

测技术支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数据准确性

大不相同。我国卫生部及时发布了已经研发成功的

快速、简便和特异的甲型(HlNl)流感检测试剂H“，并

会很快分发和装备到各省、市有关检测网络实验室，

解决口岸检疫、可疑对象筛检、一般流感鉴别等关键

问题。因此，现场流行病学既注重经典流行病学调

查逻辑思维和现代描述、分析流行病学方法的应用，

也注重实验室技术支持等多学科方法的融合。③只

有在公共卫生监测和预防控制的常规T作中，不断

应用实验室技术，使实验室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才

能在疾病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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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

经历了数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后，对实验室支

持发出的真切感受和需求。④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

与实验室工作人员只有建立密切的关系，相互理解

和沟通，才能在突发事件应对中达到双赢；双方不仅

要彼此了解工作程序、调查流程，还要熟悉各自学科

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例如，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步骤

虽然在传统流行病学基础上进行了更新¨引，但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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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步骤”，这实际是现场调查的逻辑思维。表l是

将该现场调查各步骤对应的实验室技术支持的概

括；正如现场调查步骤强调的并不是机械地遵照其

过程，而是强调逻辑思维一样，表1中所罗列的采样

和检测步骤，只是强调现场调查过程中实验室技术

支持的重要性，提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现场

流行病学工作者，注意与实验室人员的良性互动。

除此，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其他各学科之间的

表1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各步骤所需要的实验室检测支持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步骤 可能的实验室技术支持

1．现场调查的准备

2．确定暴发的存在

3．核实诊断

4．定义和确定病例

5．i间分布分析

6．提出假设

7．验证假设

8．着手进一步调查

9．采取预防控制措施

lO．提交和发布结果

与检测机构联系。吸收检验人员参与

现场采样(病例样本)

初步或快速的实验室检测

特异性实验室检测

现场采样(环境样本)

实验室检测结果综合分析

现场采样(暴露因素样本)

深入检测如测序和同源性检测

重复检测及病例恢复期采样检测

实验室检测技术总结和方法更新

关系，如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公共卫生与社会学等

学科之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3．良性互动和广泛合作是甲型(HlNl)流感预

防控制中十分关键的重要措施。为什么各国政府和

社会各界如此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历了生物

恐怖、SARS之后，面临这场甲型(H1N1)流感，各国

和社会各界一致的应对行动，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

回答。因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是医疗卫生部门和

行业内部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面临的挑战。甲型

(HlNl)流感发生后，wHO又一次成为协调世界各

国行动的国际化组织和核心；各国各地区之间立即

展开了密切的合作；国内各部门和社会各有关机构

立即形成了政府主导下的合力；专业部门各学科之

间立即集中优势力量展开协同；知识更新和信息共

享立即变得更趋科学和理性。这一切都是sARs和

生物恐怖应对中无法比拟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

信，尽管wHO流感预警级别还可能调整，使全球一

步跨入曾经认为恐怖的“流感大流行”，但是，有了

甲型(HlNl)流感被确认以来令人鼓舞的“开局”，

我们对控制传播有了更多的自信。

现场流行病学在社会良性互动和广泛合作方

面，具有明确的理论和方法要求：①现场流行病学更

加重视与新闻媒体良好的合作，与社会和公众的积

极互动，与法律强制部门和依法开展调查和控制，及

时展开国内外交流和合作等问题。认为这些问题处

理不好。如同采取的流行病学理论和方法不恰当一

样，都会直接影响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②

重视与政府和行政管理人员的配合和沟通，正确处

理是否开展调查与行政压力之间的关系、调查结果

与采取措施之间的关系。面对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时，社会和公众的焦点最终集中到政府，甚至造

成政治压力，因此，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必须汲取社

会学理论和方法而展开工作。③针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现场流行病学，更注重国内外科学研究成果

的分享，依此作为现场调查的基础，作为现场干预措

施的依据，作为公众信息传播的指引。笔者初步查

阅了国内外甲型(H1N1)流感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学

者近年来有对猪群中猪流感病毒分离鉴定¨“171、各

型病毒的基因克隆n8’1引、序列分析m】、病毒的实验研

究b“、适合猪群的猪流感疫苗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乜21；

甚至有学者明确地提出了猪流感流行的公共卫生

意义问题∞驯。美国旧2引、加拿大汹J、欧洲国家乜钆划

和韩国等bk 321，都有不少猪群中猪流感发生和流行

的报道。美国在本次猪流感疫情的判断时，也比较

了美国国内2004年以前和2005年以来两个不同时

期人感染猪流感病例的发生水平¨引。猪流感的这些

研究结果，无疑为应对本次甲型(HlNl)流感奠定了

科学基础，增强了自信。

这场甲型(H1N1)流感疫情还有许多未知数期

待被解开，疫情数据仍在不断变化；甚至连原来的

“swine illnuenza”也被wHO更改为“iIlfluenza A

(HlNl)”[3引，而我国卫生部也随即将“人感染猪流

感”更名为“甲型(HlNl)流感”并纳入传染病防治法

管理b引。这场疫情将会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载人史册，也将会推动现场流行病学的深入发展。

短短的几年之间，现场流行病学在我国经历了从提

出到热议，现已进入积极推进阶段；现场流行病学的

概念、基本理论和方法等学科体系虽然还在讨论和

完善之中，但已经越来越明确。现场流行病学培训

项目有力地带动学科的发展，日益增多的现场流行

病学工作者成为学科的生力军。而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日益被重视，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调查处理作为

研究对象的现场流行病学，有了施展之地。我们有

理由相信，经过这场甲型(HlNl)流感应急应对的实

践和考验。现场流行病学有可能成为一门分支学科，

从而得到更加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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