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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 WHO、欧洲、英国、美国、日本和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监测系统

的性质、监测指标与报告时限以及疫情数据等进行分析，探究了监测数据与大流行的关系及可能的影

响因素。在 COVID-19 全球大流行持续近 3 年时间中，全球及主要国家建立了 COVID-19 的监测系统，

收集了监测数据。监测数据在大流行的应对和控制中起到关键作用，不仅可以反映 COVID-19 大流行

的全貌，而且可以及时评估防疫政策的效果。但是，监测数据可能会受到不同国家的监测系统特点的

影响。因此，对大流行现状及危害的认识除了利用监测数据外，还需要结合医疗机构挤兑情况、同一

时期的超额死亡率等多源信息加以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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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evalu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rveillance data and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potential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surveillance data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indicators, reporting time, and reported data of COVID-19 surveillance systems 
established by the WHO, Europe, United Kingdom,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China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Surveillance data play a key role in pandemic response and control, which can not only give a 
full picture of the pandemic but also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timely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olicies. However, surveillance data might be influenced by the difference 
surveillance system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the surveillance data, the 
information from multiple sources, such as the squeeze status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excess 
mortality rate in the same period, should be analyzed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global 
pandemic and its harms to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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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全球大流行持

续已近 3 年，截至 2022 年 10 月 21 日，全球确诊病例

超 6.2 亿 ，死 亡 病 例 数 超 655.9 万［1］。 为 遏 制

COVID-19 大流行，全球及各国家和地区采取了一

系列医疗和公共卫生措施，如抗病毒治疗药物、重

症加强护理病房及呼吸设备应用、疫苗接种、保持

社交距离、病例或疑似病例或密切接触者的追踪与

监测等，这些措施已被证明可有效应对当前的大流

行［2-4］ 。 WHO 总 干 事 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 在

COVID-19 大流行突发事件委员会第 13 次会议报

告中指出“全球每周报告的 COVID-19 死亡病例数

接近大流行以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疫苗接种率近

67.0%，但大流行尚未结束”［5］。全球疫苗接种不公

平［6-7］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新 变 异 株 的 出 现［8-9］ 、

COVID-19 长期症状患者比例增加［6］等大流行的潜

在危险因素提示全球仍处于危机状态。

有效地监测对全面准确地认识特定传染病暴

发流行、提出科学有效的防控策略和措施具有重要

意义［10］。在 COVID-19 疫情大流行初期，WHO 及全

球不同国家建立了专门 COVID-19 监测系统并组建

专家团队，收集疫情数据、分析疫情发展态势，为全

球及各国疫情防控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了科学指

导。本文通过对 WHO、欧洲、美国、英国、日本和中

国建立的 COVID-19 监测系统的性质、监测指标、报

告时限以及疫情数据等进行梳理与分析，以期了解

COVID-19 大流行现状，为控制大流行提供参考。

一、WHO 全球 COVID-19 监测系统及疫情数据

1. 监测系统：WHO 于 2020 年 1 月 27 日建立了

基于病例的应急监测系统：全球 COVID-19 监测系

统［11-13］。成员国自愿上报每日或每周病例数据至

各 WHO 区域办事处，或各区域办事处工作组从成

员国卫生部门的官网摘录数据。每日病例数据由

各区域办事处汇总后通过全球 COVID-19 监测系统

网络报告至 WHO［13］，每周病例信息由成员国通过

现有区域平台或每周监测报告专用平台自行报告，

要求使用 COVID-19 专用邮箱提交，或通过 WHO 区

域办事处进行转交。每日和每周的监测数据均在

WHO 官方网站的各区域办事处 COVID-19 病例报

告、情况报告和仪表板版块发布和更新［13-14］。

2. 监测指标与报告时限：①监测指标：每日报

告指标包括确诊病例数、死亡病例数。每周报告指

标包括确诊病例数、可能病例数、死亡病例数、新入

院人数、新入住重症监护室人数；总病例数中卫生

和照护工作者感染人数、入住重症监护室人数；核

酸和抗原检测总人数、核酸检测人数；按年龄和性

别分组的确诊病例数、可能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

②报告时限：监测数据每日更新 3 次，每日病例数

和死亡病例数的统计和发布需在当日 23：59 之前

（欧洲中部时间或欧洲中部夏令时间）完成［15］。每

周数据收集时间为从周一到周日（国际标准化周）。

成员国提交本周监测数据至 WHO 的截止日期为下

一周的周四［14］。

3. 疫情数据 ：WHO COVID-19 的监测数据自

2019年12月30日起报告［16］，截至2022年10月21日，

229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的累计病例数为624 415 814，

累计死亡病例数为 6 559 244。自 2019 年起，全球

共经历 5 波疫情（表 1），流行最高峰处于第 4 波，该

阶段疫情主要由 Omicron 变异株主导。

二、欧洲 COVID-19 监测网络及疫情数据

1. 监测系统：欧洲疾控中心（ECDC）在现有欧

洲监测系统基础上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建立了基于

病例的被动的COVID-19监测网络（ECOVID-Net）［17］。

每日病例数据由 ECDC 流行病学情报程序自动从

欧盟和欧洲经济区共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

官方网站摘取。每周病例信息由各国 COVID-19 运

营联络点收集数据并网络上传至 ECOVID-Net［18］。

每日监测报告发布在 ECDC 官方网站的每日情况

更 新 板 块［18-19］和 COVID-19 情 况 仪 表 板 数 据 平

台［20］，每周监测报告发布在 ECDC WHO 欧洲区域

办 事 处 官 方 网 站 的 每 周 COVID-19 监 测 公 报 版

块［21］ 、ECDC 官 方 网 站 欧 盟 成 员 国 每 周

COVID-19 概览版块［22-23］和 COVID-19 情况仪表板数

据平台［20］。

2. 监测指标与报告时限：每日报告指标包括确

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18-19］。每周报告指标包括

可能和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住院率、重症加

强 护 理 病 房 入 住 率 、核 酸 或 抗 原 检 测 阳 性 人 数

等［18，22］。每日的监测数据当日完成收集和发布；每

周数据收集和报告时间要求从上一周的周一至本

周 的 周 三 前 完 成 。 COVID-19 概 览 版 块［22-23］和

COVID-19 情况仪表板数据平台［20］每周四更新报

告，COVID-19 监测公报版块［21］每周五更新报告。

3. 疫情数据：欧洲 COVID-19 情况仪表板的监

测数据［20］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报告，截至 2022 年

10 月 18 日，30 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的累计病例数为

150 296 474，累 计 死 亡 病 例 数 为 601 221。 自

2021 年 3 月起，欧洲共经历 4 波疫情（表 1），流行最

高峰处于第 2 波，该阶段疫情主要由 Omicron 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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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主导。

三、英国 COVID-19 监测系统及疫情数据

1. 监测系统：英国公共卫生部和英国医疗服务

体系（NHS）于 2020 年 2 月 26 日共同建立了新的基

于人群的、被动的应急监测系统——COVID-19 监

测系统［24］。NHS 的医院门诊、重症监护室和严重呼

吸衰竭中心、初级保健服务机构及 COVID-19 检测

机构（公立和私立）收集核酸检测或抗原检测数据

网络报告至 COVID-19 监测系统［25］。2022 年 7 月

1 日起，监测数据报告时间由每天更改为每周［26］。

每周监测数据发布在英国卫生安全局官方网站的

COVID-19 仪表板［27］。

2. 监测指标与上报时限：监测指标包括新发病

例 数 、累 计 病 例 数 、死 亡 病 例 数 、累 计 死 亡 病 例

数［28-29］、住院率、床位占用率、重症监护室床位占用

率［30］等。每周三 16：00 对有数据可查的、既往所有

日期的新发病例数、累计病例数及死亡病例数进行

汇 总［29］，并 于 每 周 四 16：00 发 布 在 COVID-19 仪

表板［27］。

3. 疫 情 数 据 ：英 国 COVID-19 仪 表 板 监 测 数

据［31］自 2020 年 1 月 30 日起报告，截至 2022 年 10 月

19 日，累计病例数为 20 144 989；截至 2022 年 10 月

17 日，累计死亡病例数为 169 350。自 2020 年 1 月

起，英国共经历 5 波疫情（表 1），流行最高峰处于第

3 波，该阶段疫情主要由 Omicron 变异株主导。

四、美国 COVID-19 监测系统及疫情数据

1. 监测系统和监测报告：①美国 CDC 疫情监

测及报告：美国 COVID-19 监测是基于现有美国国

家报告疾病监测系统开展的［32］。自 2020 年 1 月

29 日起，美国各州和县一级共 60 个司法管辖区自

愿报告每日 COVID-19 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至美国

CDC［33］。自 2022 年 10 月 18 日起，数据报告时间由

每天更改为每周，美国 CDC 每周四对上报数据进

行审查和验证，并在 20：00 之前在美国 CDC 官方网

站的 COVID-19 数据追踪版块进行发布［34］。监测指

标主要包括确诊病例数、死亡病例数、住院病例数、

入住重症加强护理病房病例数；医疗卫生工作者感

染 COVID-19 病例数等［33，35］。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表 1 2019-2022 年全球及主要国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监测数据

地区

全球

欧洲

英国

美国

日本

疫情

第 1 波

第 2 波

第 3 波

第 4 波

第 5 波

第 1 波

第 2 波

第 3 波

第 4 波

第 1 波

第 2 波

第 3 波

第 4 波

第 5 波

第 1 波

第 2 波

第 3 波

第 4 波

第 1 波

第 2 波

第 3 波

第 4 波

第 5 波

第 6 波

日期

2019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1 年 2 月 16 日

2021 年 2 月 17 日至 6 月 15 日

2021 年 6 月 16 日至 10 月 18 日

2021 年 10 月 19 日至 2022 年 6 月 7 日

2022 年 6 月 8 日至 10 月 21 日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19 日

2021 年 6 月 20 日至 2022 年 5 月 28 日

2022 年 5 月 29 日至 9 月 2 日

2022 年 9 月 3 日至 10 月 18 日

2020 年 1 月 30 日至 7 月 25 日

2020 年 7 月 26 日至 2021 年 5 月 22 日

2021 年 5 月 23 日至 2022 年 5 月 28 日

2022 年 5 月 29 日至 9 月 10 日

2022 年 9 月 11 日至 10 月 19 日

2020 年 1 月 29 日至 2021 年 6 月 29 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至 11 月 9 日

2021 年 11 月 10 日至 2022 年 3 月 29 日

2022 年 3 月 30 日至 10 月 25 日

2020 年 5 月 9 日至 10 月 5 日

2020 年 10 月 6 日至 2021 年 3 月 1 日

2021 年 3 月 2 日至 6 月 21 日

2021 年 6 月 22 日至 12 月 6 日

2021 年 12 月 7 日至 2022 年 6 月 13 日

2022 年 6 月 14 日至 10 月 25 日

持续时间

近 14 个月

近 4 个月

4 个多月

7 个多月

4 个多月且至今仍在流行

3 个多月

11 个多月

3 个多月

1 个多月且至今仍在流行

近 6 个月

近 10 个月

12 个多月

3 个多月

1 个多月且至今仍在流行

17 个月

4 个多月

4 个多月

近 7 个月且至今仍在流行

近 5 个月

近 5 个月

3 个多月

5 个多月

6 个多月

4 个多月且至今仍在流行

累计报告
病例数

109 249 058
67 055 928
64 908 329

289 925 270
93 277 229
10 244 730

110 883 659
21 912 693

7 255 392
260 039

3 726 966
14 765 392

1 121 936
270 656

33 590 419
12 634 284
33 741 651
17 092 372

85 030
346 217
351 973
940 107

7 319 063
13 013 442

累计报告
死亡病例数

2 547 537 
1 297 742 
1 078 483 
1 383 659 

251 823 
172 619 
370 194 

45 375 
13 033 
36 659 
76 390 
42 606 
10 262 
3 433a

602 416 
149 195 
221 922 

89 194 
1 601 
6 330 
6 518 
3 908 

12 637 
15 353 

数据来源

WHO COVID-19
仪表板

ECDC COVID-19
情况仪表板

英国卫生安全局
COVID-19 仪表板

美国 CDC 
COVID-19数据追踪

日本厚生劳动省卫
生、劳工和福利部
COVID-19信息情报

注：a截至 2022 年 10 月 26 日，英国 COVID-19 死亡统计可获取数据更新至 2022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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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科学与工程中心（JHU CSSE）COVID-19 监测

平台及监测报告：JHU CSSE 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建

立 COVID-19 监 测 平 台 （COVID-19 ArcGIS 
Dashboard）［36-37］。JHU CSSE 团队利用半自动化数

据流和手动实时更新的方法从美国 CDC 及美国各

州卫生部门相关网站收集、处理数据后上传监测平

台［38-39］。监测报告发布在 JHU CSSE 官方网站的

COVID-19 仪表板版块［40］。

2. 疫情数据：JHU CSSE COVID-19 监测平台的

监测指标［38-39］、监测数据与美国 CDC 的监测基本近

似，因此美国疫情数据报告部分以美国 CDC 的监

测为主。美国 CDC 疫情监测数据自 2020 年 1 月

29 日起报告，截至 2022 年 10 月 25 日，美国 60 个公

共卫生司法管辖区向美国 CDC 报告的累计病例数

为 97 058 726，累计死亡病例数为 1 062 727。自

2020 年 1 月起，美国共经历 4 波疫情（表 1），流行最

高峰处于第 3 波，该阶段疫情主要由 Omicron 变异

株主导。

五、日本 COVID-19 监测系统（HERSYS）及疫

情数据

1. 监测系统：日本厚生劳动省卫生、劳工和福

利部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开发了新的基于人群的、

被动的 COVID-19 应急监测系统——HERSYS［41］。

医院门诊、住院和检查中心等的工作人员通过电

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报告病例信息至卫生保

健中心，卫生保健中心收到病例信息后发布每个病

例身份识别号（ID）及对应密码，住院患者由医疗机

构工作人员利用病例 ID 登录 HERSYS 以报告病例

相 关 健 康 信 息 。 家 庭 治 疗 的 感 染 者 通 过 手 机

HERSYS 应用程序报告健康信息［41-42］。监测数据发

布在厚生劳动省卫生、劳工和福利部官方网站的

COVID-19 信息情报版块［43］。

2. 监测指标与上报时限：监测指标包括每日新

增阳性病例数、每日死亡病例数、每日入院治疗人

数、每日新增重症病例数、每日核酸检测人数；累计

阳性病例数、累计死亡病例数、累计入院治疗人数、

累计重症病例数、累计核酸检测总人数等［44］。监测

数据需每日报告［43］。

3. 疫情数据：HERSYS［43］的监测数据自 2020 年

5 月 9 日起报告，截至 2022 年 10 月 25 日，累计病例

数 为 22 055 832，累 计 死 亡 病 例 数 为 46 347。 自

2020 年 5 月起，日本共经历 6 波疫情（表 1），流行最

高峰处于第 6 波，该阶段疫情主要由 Omicron 变异

株主导。

六、中国 COVID-19 监测及疫情数据

2020 年 1 月 20 日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将

COVID-19 纳入国家乙类法定传染病，并采取甲类

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45］。2020 年 1 月 24 日基于

现有国家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增加 COVID-19 动态

监测模块［46］。监测形式为对社区成员进行主动筛

检，监测数据每日发布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

网站的疫情通报模块［47］。监测数据包括每日确诊

病例数、每日死亡病例数、每日新增无症状感染病

例数、每日新增重症病例数、每日新增密切接触者

数；累计确诊病例数、累计死亡病例数，累计无症状

感染病例数、累计重症病例数、累计治愈出院例数

等。截至 2022 年 11 月 29 日，累计报告病例数为

319 536，累计死亡病例数为 5 233［48］。

七、监测数据与大流行现状

WHO 及全球的不同国家在大流行初期均建立

了 COVID-19 的应急监测系统。这些监测系统所收

集的数据在 COVID-19 大流行疫情应对中发挥了关

键作用。疫情初期，基于监测数据判定全球是否进

入大流行阶段、研判疫情变化趋势、分析大流行强

度以采取应对疫情的策略措施；在大流行期间，通

过监测数据评估已实施措施的有效性［49］，实时调整

应对大流行的策略和措施等。

不同国家的监测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首

先，监测方式的不同对监测数据有影响。WHO 和

ECDC 被动接收各个国家的上报数据，美国、日本、

英国采取的是被动监测方式，以美国为例，各州自

愿 上 报 COVID-19 核 酸 或 抗 原 检 测 数 据 至 美 国

CDC；中国则是通过对人群的核酸检测主动发现和

报告感染者。与主动监测相比，被动监测系统收集

的数据在漏报和错报方面的可能性更高。其次，监

测系统及基础设施影响监测数据完整性。如 WHO
的 COVID-19 监测系统中，部分监测系统不完善的

非洲国家，多数病例并不能进行有效报告［50］。最

后，各国采用的病原体实验室诊断技术不同［51-52］、

监测系统病例定义不同、上报管理制度不同或不规

范可能也会导致监测数据产生一定的偏差。

综上，在近 3 年的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全球

及主要国家建立了 COVID-19 的监测系统和收集了

监测数据。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监测数据的实时更

新更好地反映了大流行的强度和变化趋势，评估了

防疫策略和措施的实施效果，在大流行应对中发挥

了关键作用。但随着疫情持续时间的延长，监测数

据可能会受到不同国家的监测系统特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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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除了利用监测数据外还需结合其他多源信息

进行综合分析，如医疗机构挤兑情况、同一时期的

超额死亡率等，以期更综合地认识和分析大流行现

状及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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