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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年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疾病预防

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1 /关于建立健全

智慧化多点触发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的指导意见1

/全国医疗卫生机构信息互通共享三年攻坚行动方

案 #$#$(0$#$& 年%1 等文件相继印发! 着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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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重大疫情监测预警, 流调溯源和应急处置能力"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综合司印发 /加快建设完善

省统筹区域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信息平台

实施方案1 #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1%! 明确提出

)建立全国一网统管, 平台两级建设! 数据统一采

集, 业务分级应用* 的一体化省统筹区域平台建

设目标! 为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早期

监测预警及应急处置信息化提供路径" 受国家疾

病预防控制局委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

$#$& 年 " 月开展省统筹区域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

急指挥信息平台 #以下简称省统筹平台% 建设进

展及核心指标完成情况调查! 并对实施效果进行

评估! 帮助各省级疾控机构识别建设短板, 明确

优化方向! 进一步推动数智化赋能传染病监测预

警与应急指挥高质量发展"

#"对象和方法

#$!"调查对象

以 ("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及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疾控机构为调查对象" 按照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信息系统东, 中, 西部地区划分规则! 东部地区

包括北京, 天津,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

建, 山东, 广东 2 个省 #直辖市%+ 中部地区包括

河北, 山西, 吉林, 黑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海南 "# 个省+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

广西, 四川, 重庆,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

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

#$#"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为截至 $#$) 年 "$ 月 (" 日省统筹平台

核心功能及建设要点的实现情况" 由国家疾病预防

控制局组织专家团队! 基于 /实施方案1 中明确的

总体架构和重点应用系统建设任务! 结合各省 #自

治区, 直辖市%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基础情况! 以

)重实效, 易衡量, 可操作* 为原则! 梳理形成

$#$(0$#$) 年核心调查指标! 见表 "" 专家团队包

括国家级及省级疾病预防控制局相关司局, 疾控中

心从事疾病控制, 卫生应急, 信息化等相关工作的

管理与技术人员" 智能化预警功能为 $#$& 年度建

设重点! 未纳入本次调查范围"

表!"省统筹区域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信息平台核心调查指标

指标分类 指标名称 指标类型 指标说明

传染病多

渠道监测

集成重大和重点传染

病管理信息系统

定性指标 ( 种指标完成情况$ 已完成系统完善并与省统筹平台对接+ 已启动系统完善及与省统筹

平台对接+ 未启动系统完善或与省统筹平台对接

疾控机构实验室病原

检测结果接入率

定量指标 适用于 $#$( 年前已建有传染病病原监测信息系统的疾控机构" 疾控机构实验室病原检

测结果接入率Z已接入实验室病原检测结果的疾控机构实验室数量.疾控机构实验室总

数量Q"##U

建设传染病病原监测

信息系统

定性指标 适用于 $#$( 年前未建设传染病病原监测信息系统的疾控机构" ( 种指标完成情况$ 已完

成系统建设+ 已启动系统建设+ 未启动系统建设

监测核心业务指标自

动采集分析应用率

定量指标 监测核心业务指标自动采集分析应用率Z可实现自动采集分析的监测核心业务指标数量

.监测核心业务指标总数量Q"##U

系统连通并应用外部

门分析报告或数据

定性指标 ( 种指标完成情况$ 连通 $ 家及以上外部门分析报告或相关数据+ 连通 " 家外部门分析

报告或相关数据+ 未连通外部门分析报告或相关数据

应急作业 省市县 ( 级应急值守管

理信息系统应用覆盖率

定量指标 省市县 (级应急值守管理信息系统应用覆盖率Z省市县 (级疾控行政部门, 疾控中心已应用

应急值守管理信息系统机构数量.省市县 (级疾控行政部门, 疾控中心总数量Q"##U

集成智能流调信息系

统

定性指标 ( 种指标完成情况$ 已完成省级系统完善并与省统筹平台对接+ 已启动省级系统完善及

与省统筹平台对接+ 未启动省级系统完善或与省统筹平台对接

应急指挥 省市县 ( 级传染病应急

队伍实时视频连通率

定量指标 省市县 ( 级传染病应急队伍实时视频连通率Z已实现实时视频连通的省市县 ( 级传染病

应急队伍数量.省市县 ( 级传染病应急队伍总数量Q"##U

卫生应急资源保障综

合管理信息系统

定性指标 ( 种指标完成情况$ 系统已实现省内各级传染病应急队伍的卫生资源动态管理+ 已启动

系统相关功能的建设和完善+ 未启动系统相关功能的建设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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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程序和方法

基于调查内容及核心调查指标! 结合 $#$) 年

702 月对全国东, 中, 西部地区 #分别 (, %, ( 个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疾控机构的现场评估结果!

设计结构化调查问卷" 问卷共设 "% 个条目! 涵盖

问卷填报人员基本信息及各指标完成情况" 在问卷

设计阶段! 征求来自东, 中, 西部共 7 位省级疾控

中心信息化负责人意见" & 位专家共反馈 % 条意见!

采纳 & 条! 意见采纳率 *(1((U+ $ 位专家无意见"

正式发布的在线问卷支持通过手机.电脑终端填报!

允许多次提交以便修改"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疾控机构各提交 " 份问卷! 重

复提交以距离截止时间最近的版本为准! 人工核验

逻辑校验异常数据并修正"

#$&"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4>A@5@H:T\>;?开展描述性统计分析! 以百分

比, 构成比, 变异系数等描述调查结果及区域差异-$.

"

%"结果

调查时间为 $#$& 年 " 月 ( 日 2 时0"( 日 $) 时!

共回收有效问卷 ($ 份"

%$!"整体进展

东, 中, 西部地区省级疾控机构启动省统筹平

台建设与完善的比例分别为 **1*2U #*.2%, 7#U

#7."#%, %21$(U #2."(%"

%$#"实施效果

!"#"$%传染病多渠道监测!东部地区 &&1&%U

#&.2% 的省级疾控机构已完成重大和重点传染病管

理信息系统完善并接入省统筹平台! 显著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1**U%" 东, 中, 西部地区分别有

$$1$$U #$.2%, (#U #(."#%, (*1)%U #&."(%

的省级疾控机构未启动系统完善或与省统筹平台对

接工作! 见表 $"

表#"集成重大和重点传染病管理信息系统指标完成情况

指标完成情况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数量 #家% 占比 #U% 数量 #家% 占比 #U% 数量 #家% 占比 #U% 数量 #家% 占比 #U%

已完成系统完善并与省统筹平台对接 & &&1&% " "#1## " 71%2 7 $"1**

已启动系统完善及与省统筹平台对接 $ $$1$$ % %#1## 7 &(1*& "& )%1**

未启动系统完善或与省统筹平台对接 $ $$1$$ ( (#1## & (*1)% "# ("1$&

!!东, 中, 西部地区分别有 ((1((U # (.2 %,

$#U #$."#%, $(1#*U #(."(% 的省级疾控机构在

$#$( 年前已建有传染病病原监测信息系统! 东部地

区疾控机构实验室病原检测结果平均接入率为

*%17%U! 显著高于中部地区的 71#(U #2."$*% 和

西部地区的 "#1)$U #"&."))%! 区域差异系数为

"1#%" 无传染病病原监测信息系统建设基础的省级

疾控机构中! 东部地区建设进度相对良好!

((1((U #$.%% 的东部地区省级疾控机构已完成传

染病病原监测信息系统建设工作! 中部地区处于全

国平均水平 #"$1&#U%"

东, 中, 西部地区分别有 7717*U # 7.2 %,

&#U #&."#%, (*1)%U #&."(% 的省统筹平台实现

了部分监测核心业务指标的自动采集分析应用! 平

均分析应用率分别为 &$1(*U #$(".))"%, $%1((U

#"$2.)2#%, $712)U #"7*.%(7%" 东, 中, 西部地

区分别有 %%1%7U #%.2 %, $#U #$."# %, (#177U

#)."(% 的省统筹平台连通了外部门分析报告或相

关数据!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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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系统连通并应用外部门分析报告或数据指标完成情况

指标完成情况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数量 #家% 占比 #U% 数量 #家% 占比 #U% 数量 #家% 占比 #U% 数量 #家% 占比 #U%

连通 $ 家及以上外部门分析报告或相关数据 % %%1%7 $ $#1## ( $(1#* "" ()1(*

连通 " 家外部门分析报告或相关数据 # # # # " 71%2 " (1"(

未连通外部门分析报告或相关数据 ( ((1(( * *#1## 2 %21$( $# %$1&#

!"#"#%应急作业!东, 中, 西部地区分别有

7717*U #7.2%, (#U #(."#%, &(1*&U #7."(%

的省级疾控机构已应用应急值守管理信息系统! 区

域差异系数为 #1(%! 处于中等差异水平" 其中东,

中, 西部地区分别有 7"1)(U #&.7%, "##U #(.

(%, $*1&7U #$.7% 的省级疾控机构应急值守管理

信息系统省市县 ( 级应用覆盖率达 "##U" 此外!

东, 中, 西部地区分别有 7717*U #7.2 %, *#U

#*."#%, &(1*&U #7."(% 的省级疾控机构已完成

或正在推进省级智能流调信息系统升级完善及其与

省统筹平台的对接工作" 其余省级疾控机构相关工

作尚未启动! 见表 )"

表&"集成智能流调信息系统指标完成情况

指标完成情况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数量 #家% 占比 #U% 数量 #家% 占比 #U% 数量 #家% 占比 #U% 数量 #家% 占比 #U%

已完成省级系统完善并与省统筹平台对接 & &&1&% $ $#1## " 71%2 * $&1##

已启动省级系统完善及与省统筹平台对接 $ $$1$$ % %#1## % )%1"& ") )(17&

未启动省级系统完善或与省统筹平台对接 $ $$1$$ $ $#1## % )%1"& "# ("1$&

!"#"!%应急指挥!东, 中, 西部地区分别有

**1*2U #*.2%, 7#U #7."#%, %21$(U #2."(%

的省级疾控机构实现省市县 ( 级传染病应急队伍实

时视频连通率 2#U以上! 平均连通率分别为

*21)#U#7&2.*)2%, %21**U#*7#."$)&%, %&1(%U

#*)2."$22 %" 此外! 东, 中, 西部地区分别有

7717*U #7.2%, *#U #*."#%, %21$(U #2."(%

的省级疾控机构已完成或正在推进卫生应急资源保

障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其余机构相关工作尚未

启动! 见表 &"

表'"卫生应急资源保障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指标完成情况

指标完成情况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数量 #家% 占比 #U% 数量 #家% 占比 #U% 数量 #家% 占比 #U% 数量 #家% 占比 #U%

系统已实现省内各级传染病应急队伍的卫生

资源动态管理

) ))1)) " "#1## " 71%2 * $&1##

已启动系统相关功能的建设和完善 ( ((1(( 7 7#1## * %"1&) ") )(17&

未启动系统相关功能的建设和完善 $ $$1$$ $ $#1## ) (#177 "# ("1$&

&"讨论

&$!"平台建设进度与实施效果存在显著区域差异

全国省统筹平台建设呈现 )东高西低* 的阶梯

格局$ 东部地区启动率 #**1*2U% 显著高于中部

#7#U% 和西部 #%21$(U%" 在纳入省统筹平台的

) 个核心应用系统 #重大和重点传染病管理, 病原

监测, 智能流调, 卫生应急资源综合管理% 建设或

集成任务中! 东部地区完成率均高于中, 西部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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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这可能与区域信息化基础, 政策支持力度, 专

业人才储备, 新兴技术应用能力有关-(.

" 中, 西部

地区仍有 $"17)U #&.$(% 的省级疾控机构未启动

平台建设! 导致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

在医疗机构部署后无法同步集成! 影响后续监测预

警工作"

&$#"信息化支撑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初显成效

全国范围内! 疾控机构实验室病原检测结果

接入, 监测核心业务指标自动采集分析应用, 省

市县 ( 级应急值守管理信息系统应用覆盖, 省市

县 ( 级传染病应急队伍实时视频连通等方面均取

得进展" 其中! 省市县 ( 级传染病应急队伍实时

视频连通率达 7(1#(U #$)7*.((2(%! 效果较为

显著"

近年来! 我国通过总结疫情防控经验并强化应急

体系建设! 出台 /关于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

量发展的指导意见1 /关于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

能力的意见1 等政策文件! 推动传染病应急管理体

系从 )分散应对* 向 )系统作战* 转型" 但中, 西

部地区疾控机构实验室病原检测结果接入率仍较低!

可能与异构系统架构冲突, 接口与数据标准化不足

有关-).

" 国际经验表明! 统一数据标准对提升多源

异构数据利用率至关重要-&.

! 应进一步推进数据结

构化与标准化处理" 省级实践方面! 省统筹平台强

化了传染病动态感知, 全病程管理, 跨区域协同处

置, 监测质量与效率, 实验室数据标准化采集, 疫

情风险评估, 流调溯源数据融合, 应急值守闭环管

理及资源精准调度! 为全国传染病监测与应急指挥

的 )横向协同, 纵向联动* 奠定了基础-% '7.

"

'"实施建议

'$!"聚焦短板$ 精准推进省统筹平台建设

一是紧扣我国传染病监测预警能力提升目标!

以问题与需求为导向! 围绕信息化, 标准化, 集成

化, 智能化等关键领域补短板! 强化平台服务业务

的核心功能-*.

" 二是结合省级实际! 厘清平台建设

与业务应用的边界! 整合现有信息化资源! 因地制

宜明确实施重点" 三是强化数据标准化治理与跨平

台信息共享! 消除 )信息孤岛* 对预警时效的

制约"

'$#"深化协作$ 构建跨区域协同机制

通过跨省考察学习, 专家咨询论证等方式! 深

化对项目建设的整体认识" 构建 )东部技术输出,

中部承接转化, 西部特色应用* 的梯度协作网络!

优化资源配置! 推动全国传染病监测与应急指挥能

力均衡发展"

'$%"创新驱动$ 深化数智化应用赋能

依托数字化, 智能化技术! 在多渠道传染病监

测, 风险预警, 应急演练仿真及协同处置等场景中开

展创新实践" 通过技术创新拓展应用场景! 以应用创

新重塑工作模式! 以模式创新提升服务效能! 为疾控

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典型案例与解决方案-2 '"".

"

'$&"严控过程$ 保障项目实施质量

强化需求, 设计, 测试, 验收等关键节点的进

度监控与质量管理! 及时纠正项目实施与国家总体

设计, 省级推进计划的偏差" 严格评估需求变更申

请! 仅支持符合项目边界且能提升传染病监测预警

与应急指挥效果的调整-"$ '"(.

" 采用滚动规划, 迭

代开发, 增量交付模式! 增加用户参与度! 提升项

目交付效率与效果-").

"

("结语

数字化时代背景下! 科技创新已成为重塑疫情

防控模式, 重构公共卫生应急响应体系的关键驱动

力" 信息化平台作为疾控业务协同体系的智能基座

与数字枢纽! 为全面推进疾控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

路径" 省统筹区域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信息

平台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需要认清弱项, 加强

交流, 创新应用, 强化管理! 从技术与管理两方面

出发! 破解数据异构性与系统碎片化难题! 促进传

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能力的迭代升级! 推动疫

情防控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范式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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