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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卫生实验室网络规划及其建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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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是具备一定条件且能进行实验活动的设施⋯。

国家卫生实验室包括国家、省(市)、县多级实验室。近年面

对各种新发和再发传染性疾病、食品和环境污染、生化恐怖

威胁等事件，各实验室认识到整合多领域、多级别实验室的

资源，形成高效的实验室网络是应对各种新挑战的重要策

略[2·“。通常网络由节点和连线构成，表示诸对象及其相互

联系n]。实验室网络则是按既定的职责分工、遵循一定的管

理体系、实现数据和资源共享的多个实验室的集合。本文分

析国内外卫生领域相关实验室网络的发展及其作用和我国

实验室网络的现状，为我国卫生实验室网络的规划和建设提

供思路。

一、国内外实验室网络及其重要作用

1．针对单病种或病原体的实验室网络：

(1)WHO实验室网络：为应对可能面临的流行性疾病，

做好监测、预警与应急，WHO和许多国家通过加强不同地区

实验室问的联系和人员统一培训，建立了多个针对单病种如

流感、脊髓灰质炎、麻疹／风疹、黄热病、日本脑炎等实验室网

络，其中包括专项参考实验室、地区参考实验室、国家实验室

和省级实验室多个级别，取得了提供参比材料和技术用于提

高和改善诊断质量并进行质量控制、为各级实验室提供设备

和人员培训、贮备病原体用于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加强区域

内监测和快速诊断多方面的成果。

(2)我国实验室网络：在WHO引领下，我国建立了针对

艾滋病、流感、麻疹／风疹、脊髓灰质炎等单病种检测的实验

室网络b1。其结构呈金字塔，主要依托有病原体实验操作资

质和能力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系统实验室，HIV检测

实验室网络还联合了省、市、县级CDC之外的医院、血站、妇

幼保健诊所及军队和警察系统等机构组成了国家艾滋病参

比实验室、确证中心实验室、确证实验室、筛查中心实验室、

筛查实验室、检测点的六级实验室网络哺]。顶层实验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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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整个网络的运行方式和质量控制体系，研究实验室诊断

技术并培训、监督和考核下级实验室；中等级别的省级实验

室建立诊断平台外还承担对基层实验室的培训和考核任务；

基层实验室通过有质量保证的样品采集和运输系统、标准化

的初筛诊断技术及时进行检测n。1⋯。实验室网络采用统一的

诊断检测技术，保证了各地对单病种和病原体的标准化检

测；通过数据共享系统，明确该病种及病原体在某地区的流

行状况，微观上帮助医务人员确证、宏观上帮助管理者决策。

2．针对多种病原体和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实验室网络：

(1)全球疫情警报与反应系统(Global OurbreakAlert

and Response Network，GOARN)：GOARN是WHO为应对
疾病暴发利用不同国家、组织的科研机构建立的技术网络，

目前有60多个国家140多个单位组成，包括流行病学、实验

室、临床、感染控制、环境卫生、健康教育、风险沟通、后勤保

障等各个领域的专家，目的是通过它加强不同区域问的交

流与合作，及时对疾病暴发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技术支持，协

助流行病学调查、病因鉴别与确证，采取控制措施，防止疾

病的国际蔓延，提高全球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测预

警和应急反应能力。自2000年以来，GOARN的工作委员会

协调多名专家对全球范围内发生的50多次疾病暴发进行了

技术协助““。

(2)其他国家的实验室网络：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分

别建立了LRN(Laboratory Response Network)实验室网络、

加拿大公共卫生实验室网络及澳大利亚公共卫生实验室网

络[12‘1“。上述网络除卫生领域的实验室如美国CDC、加拿大

国家微生物学实验室、澳大利亚国家流行病和人口卫生中

心，还包括工业实验室、兽医实验室和大学机构等公共卫生

领域外的实验室，这些网络将其国内跨地区的多领域实验室

以金字塔结构形式联系在一起。2000年美国CDC为确保公

共卫生检测及报告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提出了国家实验室系

统(NLS，national laboratory system)的概念，联合了致力于实

验室服务及公共卫生检测的公共卫生、临床、环境、农业及兽

医实验室，该措施促使一些州建立了州公共卫生实验室

(SPHL，State Public Health Laboratory)体系。自2004年起，

 



·454·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4年4月第35卷第4期Chin J Epidemiol，April 2014，v01．35，No．4

美国CDC和美国公共卫生实验室协会协助SPHL体系通过

实验室系统改进项目提升其核心职能及能力“5。1⋯，与SPHL

体系共同完成：①及时发现公共卫生威胁并予以干预；②将

公共卫生威胁通知相关各方；③综合监控并报告；④将实验

室数据及时发送给县、州及联邦负责疾病预防、检测、控制的

相关单位等任务”⋯。为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生化物质鉴定和

传染病疫情病原微生物鉴定、为国家层面进行策略性指导和

为卫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3)我国实验室网络：PulseNet．China和传染病监测技术

平台项目是2004年后建立的实验室网络。前者主要针对食

源性病原菌，目前数据库已经涵盖20余个病种”⋯，为网络内

实验室诊断食源性病原菌提供了大量比对信息。后者是为

传染病症候群及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病原学研究及其疫情防

控提供科学支撑和技术服务平台，该平台覆盖全国31个省

级的传染病实验室监测网络，通过此项目的实施，初步揭示

了呼吸道感染伴发热、腹泻、发热伴出疹、发热伴出血以及脑

炎脑膜炎5大症候群的病原谱及主要病原体种类分布特点

和流行变异规律。2007年成立的国家病原微生物卫生应急

实验室网络联合了中国CDC、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共10个单

位22个实验室，重点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提供实验

室支持。这些实验室网络是疾病预防和控制、监督执法的技

术支撑，在公共卫生事件处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我国卫生实验室网络规划和建设中的问题及建议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员交往和货物流动频次

显著加快，疾病发生的模式和规律日趋复杂。传染病的流行

规律已由传统的生态模式转变为以行为模式为主，新发传染

病一旦出现，短时间内即可跨地区传播。解决此类问题，建

立实验室网络是重要举措。

1．目前我国实验室网络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1)CDC系统实验室建没和人员配置的规划滞后。近年

来，结合实际工作和2004年发布的实验室装备标准，除国家

和地方通过财政拨款项目对各系统各级卫生实验室进行配

置外，国际合作和援助项目也补充了实验室的装备，但国家

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对CDC系统又提出新的要求，原有的标

准亟需修订，实验室装备仍需填平补齐以满足需求。同时，

基层机构尤其是县级CDC，配置的实验设备闲置率增加，表

现为大型仪器设备长期闲置，实验室人员比例低，且能力不

足，实验室开展项目有限，与赋予的职能不匹配。

(2)已有实验室网络发展不均衡。目前卫生实验室网络

主要依托CDC系统实验室，仅覆盖了重大传染性疾病，由于

各病种的危害程度、重视程度、经费投入以及实验室技术水

平的差异，针对不同病种的实验室网络的发展也不均衡；另

外由于缺乏持续的经费支持和保障，资源和信息共享机制尚

未建立，导致不能充分管理资源和信息，尤其在应急时，网络

结点处于断接，难以形成合力。

(3)已有资源闲置。随着原卫生部职能的调整，CDC机

构承担的职能发生变化，原来实验室的公共卫生检测能力削

弱了，部分检测项目超出职能范围，难以利用已有的实验室

资源扩大技术平台。

(4)不同领域间的实验室缺乏合作。医疗机构的实验室

在公共卫生实践中承担的职责不明确，比如在疫情处理中，

医院将样品和标本送至CDC系统实验室进行确证，医院实

验室不能及时提供其检测结果并增加了CDC实验室检测任

务和压力，承担责任不均衡不利于快速应对；此外省市级实

验室将样品送至国家级实验室，花费时间且不利丁实验室技

术水平的提高；CDC系统、医疗机构的实验室与农业、环境、

教育部门的实验室联系较少。

2．建议：鉴于上述问题，为充分利用我国已有的实验室

资源，构建适合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网络体系，应考虑以下

几方面。

(1)掌握已建立的公共卫生、农业、环境、教育部门相关

实验室的翔实本底资料，包括设备设施、管理体系、人员能

力等，以及相应的实验室网络平台现状，并进行经济学和运

行效果评估，为整合优化已有资源建立实验室网络提供现

实资料。

(2)目前已有的实验室网络主要依托于CDC系统，要根

据其职能分工统筹实验室能力建设，制定并更新建设装备标

准、实验室检测项目、具体工作任务要求和人员培训计划，保

障已有的实验室网络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并发挥其应有作用。

(3)根据国家公共卫生发展战略和规划，选择技术条件

成熟、可操作性强、具有重大公共卫生意义的项目，在已有基

础上进一步整合、完善或建立实验室网络，通过评估机制，加

强实验室管理和技术能力建设、信息交换和共享，并保障持

续性的资金支持。网络的模式是以参比实验室为网格、以病

原体和与人类健康相关的因素为基点、以特定的实验室检测

技术为平台，例如我国已建成的HIV检测实验室网络。

(4)根据特定的事件或目标建立不同系统或领域的实验

室网络，在临床、环境、农业、科研、教育等部门的实验室以及

各类相关项目之间形成一个广泛的协同网络，不仅能够利用

CDC系统已经建立的实验室网络，还能发挥优势互补的作

用，确保应急状态下，协调和统筹资源，完成应急任务。

自2003年SARS暴发以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大了对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投入，整体提升了对传染病防控和应急处

置的能力，但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社会民众期望值大，媒体高度关注，对政府处置事件带来挑

战。集合包括CDC、医疗、农业等系统的多方资源，形成实验

室网络，必将为处置公共卫生事件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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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凤民(北京大学医学部) 欧剑鸣(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彭晓曼(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邱洪斌(佳木斯大学) 赛晓勇(解放军总医院) 苏虹(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汤哲(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 田庆宝(河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王蓓(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王素萍(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王志萍(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谢娟(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徐爱强(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徐慧芳(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严卫丽(新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阎丽静(中国乔治中心) 杨春霞(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余运贤(浙江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曾哲淳(-iI：京安贞医院) 张波(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厅) 张宏伟(第二军医大学)

张茂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所)张卫东(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赵亚双(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朱谦(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祖荣强(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