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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是我国流行病学工作者交流学术观点、了解学科

前沿动态的平台。虽然流行病学分会和该杂志编委

会分属于中华预防医学会和中华医学会，但编委会

成员大部分为流行病学分会委员，故积极支持杂志

编辑出版工作，不断提高刊物质量是一贯宗旨。

3．编辑出版流行病学分会《通讯》：为了更好地

交流开展学术活动情况和及时传达中华预防医学会

的各项文件、指示，自1997年起定期编辑印发流行

病学分会《通讯》，目前已出版18期。该《通讯》开始

时只限发给本学会委员，现在已发至一些省市预防

医学会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扩大了发送单位范

围。《通讯》让全体委员和有关单位及时了解分会开

流感监测的发展历史及思考

舒跃龙

展工作的情况，通报和反馈多种信息，促进和加强了

分会的组织管理工作。

六、结束语

正所谓“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

则无不成也”。中华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全体

成员愿同心协力，励精图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在中华预防医学会的领导下，在全国流行病学界同

仁的支持下，把分会办成全国同仁之家，在活跃学术

气氛，推动学科发展，加强专业队伍能力建设等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

(收稿H期：2011-02一15)

(本文编辑：张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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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监测是第一个实施全球监测的传染病，这

是由流感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流感具有三个典型特

点：一是流感病毒传染性和传播力非常强，一个新

的流感病毒从出现到传遍全球，时间往往不会超过

半年。二是流感病毒为分节段的RNA病毒，没有纠

错功能，并且容易发生重配，这样流感病毒就很容易

变异；流感病毒的变异分为两种⋯：一种是流感病毒

血凝素和神经氨酸酶表面抗原在人群免疫压力下发

生抗原漂移(antigenic drift)；一种是新的亚型出现

时易发生抗原转变(antigenic shift)。三是流感的流

行往往具有季节性，温带地区流感的活动高峰为每

年的秋冬季，而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往往全年均有流

感的活动，并且往往还会出现夏季和秋冬季两个流

行高峰乜】，但流感大流行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无

论是抗原漂移还是抗原转变，均会导致接种的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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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无法对新的病毒提供有效保护，从而需要及时

更换流感疫苗生产用疫苗株。而更换疫苗株的基础

就是通过全球的流感监测提供足够的病原学和流行

病学数据，能够在疫苗生产之前预测到与下一个流

感流行季节流行病毒相一致的疫苗株，才能充分发

挥流感疫苗的保护作用。基于这一目的，世界卫生

组织(WHO)在每年的2月公布北半球国家流感疫

苗株，9月公布南半球国家流感疫苗株，用于指导各

个国家的流感疫苗生产和接种。

一、全球流感监测网络及其发展历史

全球流感监测已经历了超过60年的历史，事情

起源于1947年英国科学家发现当年接种的流感疫

苗不能对接种者提供保护，其中的原因就是1947年

流行的甲型HINl流感病毒抗原性已经发生了很大

改变，不同于疫苗株。因此科学家建议应该建立一

个全球的流感监测网络来应对流感病毒的变异。

1948年4月7日WHO成立以后，在其协调下，同年有

38个国家参与，成立全球流感中心及区域分中心；并

且在1949年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公布了流

感病毒的分离结果，同时建议将分离的病毒作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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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疫苗株。1950年第三届世界卫生大会正式批准流

感监测项目及其预算，成立了流感专家委员会。

1951年WHO制定了成立国家流感中心的相关程序，

并且不再使用区域流感分中心。全球流感监测网络

就是以国家流感中心作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目前

的全球流感监测网络主要包括各国家流感中心、全

球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以及与疫苗生产和质量

控制的技术实验室；2004年全球H5N1禽流感疫情发

生以后，WHO任命了12个H5N1禽流感参比实验

室，主要负责对禽流感疫情的实验室确诊工作。各

个国家流感中心负责流感病毒的分离鉴定、流行病

学信息的收集以及将分离的流感病毒送往各全球流

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全球流

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主要对分离自全球的流感毒

株进行抗原性等方面的深入分析，结合流行病学信

息，提出流感疫苗株推荐意见。疫苗生产和质量控

制技术实验室主要负责流感疫苗毒株及疫苗生产和

质控相关试剂的制备，并且提供给各个疫苗生产厂

家。经过60余年的发展，目前全球流感监测网络组

成包括136个国家和地区国家流感中心、5个流感参

比和研究合作中心、1个动物流感生态学研究合作中

心以及3个疫苗生产和质量控制技术实验室b】。5个

流感合作中心分别位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uscDc)、英国国立医学研究所(NIMR)、日本国立

传染病研究所(NIID)、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传染病

参比实验室(VIDI也)以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hinaCDC)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动物流感生态学

研究合作中心位于美国孟菲斯St．Jude儿童医院。3

个疫苗生产和质量控制的技术实验室分别为美国食

品药品管理局(FDA)、英国生物制品标准化和控制

研究所(NIBSC)以及澳大利亚的治疗产品管理局

(TGA)。中国国家流感中心通过多年的努力，在

2010年10月被WHO正式任命为第5个全球流感参

比和研究合作中心，充分体现了中国流感监测网络

的发展和能力的提高。

全球流感监测网络主要职责就是推荐流感疫苗

株，1973年WHO开始推荐流感疫苗株，1986年

WHO决定每年推荐用于疫苗厂家生产的流感疫苗

株，1999年开始推荐南半球流感疫苗株，从而形成

了目前每年两次疫苗株推荐的工作机制。但是自从

1957年发生由甲型H2N2流感病毒所导致的流感大

流行以后，持续监测可能会导致流感大流行毒株的

发现；持续评估各种新型流感病毒的流行风险是全

球流感监测网络的另一大主要职责。后来随着抗流

感病毒药物包括烷胺类药物和神经氨酸酶抑制剂类

药物的使用，对每种抗病毒药物耐药性的监测对于

指导临床用药十分重要，因此耐药性监测就成了全

球流感监测网络的又一职责。为了确保各国家流感

中心的工作质量，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还负责

提供相关的检测试剂以及必要的技术培训。

二、中国流感监测网络及其发展历史

1952年我国内地开始流感病毒研究，中国医学

科学院病毒系流感室成立于1954年。1957年2月，

亚洲流感(甲型H2N2亚型)首发于我国贵州省H]，在

8个月时间内席卷全球，至少夺走100万人的生命；

为此，我国政府于当年决定成立国家流感中心

(Chinese National Influenza Center，CNIC)。1958

年，国家流感中心编写发行了《流行性感冒手册》，用

于指导全国流感防控和研究工作。1977年国家流

感中心率先在中国大陆开展流感病毒生态学研究，

1977年加入WHO全球流感监测网络(GISN)。

在过去的50多年中，尽管条件艰苦，但是在朱既

明、郭元吉等老一辈科学家的不断努力下，在流感生

态学、病原学、疫情处理以及疫苗研究等诸多方面均

做出了卓越贡献，有很多科研成果是国际第一，例如

1981年，发现了猪也是C型流感病毒的天然宿主，纠

正了长期以来认为人是C型流感病毒惟一宿主的错

误认识b】。1989年，发现禽H3N8亚型流感病毒能突

破宿主屏障，在马群中引起流感流行并造成死亡哺1。

1998年和1999年，在国际上首次报道禽H9N2亚型

流感病毒能直接感染人并引起发病。更为重要的是

从1988年开始，通过中国的流感监测，为全球提供

了超过50％的流感疫苗株，为全球的流感防控做出

了重要贡献。1988年开始，为提高国际地位及流感

监测和研究水平，我国国家流感中心与USCDC合

作开展流感监测研究项目，建立了流感病毒分子生

物学技术，并将其应用于流感病毒的监测和研究中，

从而使我国国家流感中心的技术由一般生物学水平

提升到分子生物学水平，并逐步迈向国际先进行

列。2000年以来，中国卫生部与wHO合作开展了

两个为期5年的流感监测合作项目，建立了以流感

样病例报告和病毒分离为主的流感监测网络，全面

提高了中国流感监测的整体能力；同时流感监测网

络实验室的设备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专业人员的流

行病学和病原学监测能力得到显著提高，为我国流

感监测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03年以来，

受SARS和禽流感疫情的影响，特别是2009年甲型

H1N1流感的防控工作，使得国际社会和我国各级

 



政府对流感和禽流感防治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国家

流感中心迎来了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工作人员从

以前的不到lO入扩大到60人，实验条件和设备基本

达到国际水平，不但全面提升了流感监测质量，也将

研究范围扩展到新检测技术的建立、疫苗、药物和发

病机制研究等更为广泛的领域。

与此同时，全国流感监测网络也得到了快速发

展，从最初2000年的8家网络实验室和31家流感监

测哨点医院，在2005年扩大到63家网络实验室和

197家哨点医院，2009年流感大流行发生后，监测网

络进一步扩大到所有的地市级；目前该网络有4ll

家流感网络实验室和556家哨点医院。监测网络扩

大之后通过政府的支持和各级疾控部门的培训，目

前98％以上的哨点医院可以及时上报流行病学监测

信息，95％以上的网络实验室可以开展病毒的核酸

检测，50％以上的实验室可以开展病毒分离工作。

三、中国流感监测网络的发展及思考

中国流感监测的目的主要包括：①及时掌握流

感在中国的活动和流行情况；(蓼对流感病毒的变异

进行监测，为流感疫苗株和流行代表株的选择提供

科学依据；③通过耐药性监测为临床用药提供科学

依据；④对可能具有流感大流行风险的病毒进行监

测，及时发出预警；⑤为流感的疾病负担等方面研究

提供数据。能否达到以上目的，流感监测数据的质

量是关键，因此只有不断进行培训、考核和评估，才

会整体提升全国流感监测的水平。2010年9月我国

卫生部下发了“全国流感监测方案(2010年版)”，提

出今后5年全国流感监测网络的整体发展目标和思

路，国家流感中心在成为WHO全球流感参比和研

究合作中心以后，要积极发挥在全球流感监测网络

中的重要作用，切实加强自身能力建设，逐步具备我

国流感疫苗毒株的预测和推荐能力，同时负责全国

流感监测网络的质量控制和管理，全面提高数据分

析和利用能力。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大流

感监测队伍能力建设，增强流感监测专业人员的流

行病学调查能力和实验室检测能力，努力提升本辖

区流感监测水平，各省级CDC要建设成为省级流感

参比中心，其职责同以前的国家流感中心职责类似，

负责本省的流感监测工作。到2012年底，全国50％

以上的省级CDC要建成省级流感参比中心，70％以

上的网络实验室能够独立开展病毒分离工作；2015

年底，全国90％以上的省级CDC要建成省级流感参

比中心，90％以上的网络实验室能够独立开展病毒

分离工作，每年95％以上的哨点医院能及时报告流

感监测数据，并完成标本采集和运送任务。

全国流感监测网络的建设使得我国所有的地市

级(包括部分县级)疾控部门具有了流感病毒病原学

检测能力，包括病毒分离、核酸检测以及血清学检测

能力，同时具备疫情调查处理能力。这些能力的建

设不仅仅是对流感监测工作有用，更为重要地可以

为各地直接开展其他病毒特别是呼吸道病毒的监测

提供技术平台和技术人员队伍，也将会为今后的新

发传染病的监测和预警提供技术支持。

监测的目的是为了疾病的预防控制，接种流感疫

苗是预防流感的最有效手段，可以显著降低受种者罹

患流感及流感相关并发症的风险。目前我国流感疫

苗接种率极低，每年仅为2％～3％，这同发达国家

30％以上的接种率相差甚远。在流感疫苗生产方面，

我国有超过10家的疫苗生产企业，但其规模远远小

于国外流感疫苗企业。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流感

疫苗生产所需要的疫苗株及其相关试剂完全依赖国

外研究机构。因此一方面要积极组织开展宣传教育

活动，提高公众对流感危害及疫苗作用的认识，逐步

提高高危人群的疫苗覆盖率，特别是那些患流感后引

起并发症风险较高的人群，以及有较大机会将流感病

毒传播给高危人群的人员。另一方面通过提高疫苗

接种率，来推动我国流感疫苗生产能力的建设，更为

重要的是要尽快建立我国流感疫苗株推荐和制备技

术平台，以为将来的流感大流行应对中不受制于人，

提高我国的流感和流感大流行应对能力。

流感的防控乃非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使命，需

要全球的努力和合作。中国国家流感中心愿与

WHO全球流感监测网络的全体同仁一道，为全球流

感监测贡献力量。同时也坚信中国的流感监测一定

会为中国和全球的流感防控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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