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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叉寸甲型H 1N1流感·

提升社区的防控能力是抗击流感大流行的根本
王声滂

甲型H1N1流感已传播到39个国家，确诊报告

8480例(截止5月17日)。我国也有传人性病例。

wHO已拉响全球流感大流行的警报。流感流行或

早或迟、或大或小在世界各地发生已势在必然。

一旦发生流感大流行，约有l／3人口受感染，一

个地区在2—3周内有成百上千病例发生，其中约有

1／10患者需要住院。据wH0估算，在2～3个月内l

万人中就有500～600名患者需要住院治疗，或者每

天有近6～10名患者(每周的例数不断增加，在大流

行的4．8周达到顶峰)。在此期间不可避免地也有

大批医务人员病倒，那时将出现医务人员严霞不足，

医院不堪乖负。另外90％不需住院的患者谁来照

管，家庭成员连连病倒，社区发生暴发疫情⋯⋯。

由此可见流感病例将在两个不同环境中得到管

理：10％在医院和90％存社区的家庭内。现在就必

须计划好怎样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医疗卫牛能力，

集中力量采取最有效的干预措施，在大流行期问对

病例进行鉴别分类，同时保证他们在医院和在家中

都获得充足、合理的救治与隔离，有效地遏制病死率

和逐步攀升的发病率。

因此，在流感大流行之中，笔者认为整体的防控

策略应该是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主力，家庭为主

体，个人自觉做好自我保护和公共卫生为主要措施。

流感防治工作的重心必须以社区为单元，做好

病例分诊，存及时转送和不失时机治疗重病例(减少

病死)的同时，指导家庭对一般病例的护理与隔离消
毒，发动居民做好自我防护和公共卫生(减缓传播)。

在流感大流行尚未到来之前，认真组织和动员礼区医

疗卫生力量，提高社区抗击流感流行的能力，做好群

防群治群控，不管流感什么时候到来，都能应对裕如，

把流感流行所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遵照胡锦涛同志的“科学而且有效实行卫生防范

措施”的意见，贯彻应急管理工作的“以人为本原则、

预防原则、属地管理原则、依法原则、联动原则、科学

原则”，建立以社区为中心的流感快速响应体系，即以

社区卫生服务为核心，以社区为基础，自下而上的流

感大流行事件响应体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负

责对病例的分类、临时医疗处置和紧急转诊，做到重

病例不耽误，及时转送，一般病例不出门，合理隔离治

疗；同时担负辖区卫生防疫T作和卫牛宣教，以及群

众性卫生运动；对疑似病例以及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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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查明传播链，并向辖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通报

情况。社区内(或邻近礼区)至少有一家二级或二级

以上综合医院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莆病例的救

治与卫生防疫工作，与社区属地内其他医疗卫生机构

共同组成抗击流感医疗卫生应急网络。要达到以上

目的，政府现在就需要确保在财政上对社区的投入，

落实社区抗击流感大流行的物质保障支撑计划。把

钢(钱)用在刀刃(礼区防控力量的提升)上。

为提高流感大流行的医疗卫生应急能力，必须

确确实实对卫生应急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进行培

训，科学地进行演练，检验培训效果，全面提高基层

卫生系统管理和专业人员的(大流行)危机意识和

(对出现超大量患者)应急能力。

WH0认为，一旦社区中普遍出现大量流感病

例，证据和经验表明隔离患者及其接触者的措施很

可能效果不佳，既不能合理利片j有限的卫生资源，且

对社会具有破坏性。如属于一般流感病例，应尽可

能在家中接受指定看护者的护理，只有当病情恶化

或m现危险症状时才到卫牛保健机构就诊。为确保

存家中对患者进行适当监督，最好只有一名看护者

以限制潜在的传染，由看护者在家中向患者提供支

持性护理。支持性护理包括卧床休息、补液、服用退

烧药、按处方服用抗生素，以及保证良好营养。

做好个人预防与隔离病例同样重要。个人和社

区采取的公共卫牛措施，如减少社交接触、礼貌咳嗽、

手部卫生和家庭通风等，是减少或延迟大流行、降低

流感发病率的最可行措施。为提高社会民众在流感

大流行中自防、互助、防范的能力，掌握应对流感大流

行的知识，要组织专业人员编写有关的指南和健康教

育小册，教会和培养公众良好的卫生行为和习惯。

在流感大流行期间，医疗卫生资源必然非常紧

张，为了应对紧急的突发疫情，保证在非常时期有一

支强大的能够发挥作用的医疗卫生辅助力量，协助做

好社区防控丁作，指导病家的隔离、治疗、消毒和病情
判断，指导广大民众开展讲究卫生，减少疾病的群防

群治群控工作，现存就必须有计划地组织一批“流感

防疫志愿者”队伍。拟定征集和遴选志愿者的条件和

方法，编写培训教材，按计划开展培训、实习、演练和

考核，持证上岗。一有需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今天我们的任务是要为抗击流感大流行做好防治

力量的准备。

有备无患，先发制人。
(收稿日期：2009—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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