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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流行、

2009年的甲型 H1N1流感大流行、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全球大流

行、2022年全球猴痘暴发疫情……新发

突发传染病出现的频率增加、风险增大

的现实，再次证实只有早发现、早预警才

能早处置，才能更加有效控制疫情蔓延，

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生命健康。

今年 8月，国家疾控局等 9部门联

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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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指出，到 2030年，建成多

点触发、反应快速、科学高效的传染病监测

预警体系，新发突发传染病、群体性不明原

因疾病、重点传染病监测预警的灵敏性、准

确性明显提升，疫情早期发现、科学研判和

及时预警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指导意见》是顶层设计的纲领性

文件。如何在实际应用中将这一战略方

向转化为具体可行的技术方案和实施路

径，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近期，中国医学

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及公共卫

生学院教授杨维中牵头相关领域专家，

结合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临床医学、管

理学、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专

家的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撰写了《传染

病多点触发智慧化监测预警系统关键技

术专家共识》（以下简称《共识》），并刊发

于《中华医学杂志》。该《共识》旨在为传

染病多点触发智慧化监测预警系统建设

及应用提供技术参考。

传统的预警技术反应不灵敏

传染病损害人群健康和生命安全，

影响社会经济和谐稳定发展，危害国家

公共安全，是人类持续面临的威胁。科

学高效的传染病监测预警系统是公共卫

生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预防与

控制传染病暴发流行至关重要。

传统的传染病预警系统通常基于对

临床确诊病例数据的分析，以出现聚集

性疫情为预警起点，导致预警时间关口

明显滞后。预警数据主要依赖于医疗卫

生机构的报告，缺少对早期预警具有重

要意义的其他信息，如症状、接触史、生

活史等，极大限制了系统对传染病的监

测预警能力。

再者，传统的预警技术相对落后，平

台架构、数据管理、模型构建等方面未能

充分利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导致系统的数据整合能力差，数据源未

得到拓展，算法缺乏智能化学习能力，预

警能力未得到有效提高。

《共识》指出，在新时期，对传染病预

警的主要要求是实现智慧化和多点触

发，以提升监测预警的敏感性、准确性和

及时性。

所谓的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是

指通过建立现代化的传染病监测预警系

统，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

能等技术手段，自动化地采集传染病危

险因素、病原体、相关症候群、疑似病例

和确诊病例信息等传染病发生、发展过

程中多个关键节点的数据，智能化地判

别出传染病可能增加的流行风险或已出

现的“苗头”并自动发出预警信号。

“这要求打通部门、机构间与传染病

相关的数据壁垒，实现多元数据共享，提

高预警的敏感性和准确性。同时，需要

在传染病发生、发展的多个环节建立监

测预警平台，提升传染病预警的敏感性

和及时性，减少人为干扰和工作失察。”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刘钰说。

如何实现智慧化和多点触发

记者注意到，《共识》不仅系统阐述

了传染病智慧化监测预警系统的概念定

义、技术架构和关键流程，还详解了多渠

道数据的获取、治理与应用方法，并在数

据模型方面，强调通过整合多种数据源，

如流行病学数据、环境数据和社会行为

数据，能够实时监测和预警传染病风险。

“只有应用多层次、多维度的数据分

析，才能显著提升预警系统的响应速度

和准确性。”杨维中说。

那么，具体哪些关键技术对于提升

传染病监测预警系统的效能至关重要？

《共识》指出，主要包括多源数据的采集

及治理技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复

杂模型算法下的综合预警技术、信息共

享与安全技术等。

专家指出，这些技术也存在诸多问

题，包括信息化程度参差不齐、数据质量

差异较大、传染病监测预警专业人才缺

乏、综合研判分析与综合预警能力不足

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技术创新、

政策支持、人才培养与跨部门协作。

《共识》特别强调了智慧化多点触发

预警需要收集卫生健康、气象、生态环

境、教育、民政、交通运输、农业农村、城

市管理、海关、新闻媒体等多种渠道（部

门）数据。

比如，卫生健康部门的监测数据包

括疾控机构的法定传染病监测数据、医

疗机构的诊疗数据、120 急救车派车数

据。疾控机构的传染病监测数据包括病

例的地理分布、人群分布、时间分布等。

气象部门收集和监测温度、湿度、风

速等气象数据可以预测和评估传染病发

生的风险。城市管理部门收集并监测污

水中病原体含量，可以评估人群的多种

传染病感染趋势变化。教育部门监测分

析教育机构的因病缺课数据、民政部门

收集分析养老机构的健康监测数据，可

以及早对聚集性疫情进行预警。

《共识》指出，这些通过多渠道监测

收集到的海量、多源异构数据必须运用

大数据技术、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等新

兴技术才能快速地监测到预警信号，提

升预警系统的灵敏度和准确性，有效地

预测传染病的传播机制和未来走势。

仍须解决诸多实际问题

诚然，建立多点触发智慧化监测预

警系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

及技术层面的解决方案，还须解决诸多

实施方面的实际问题。

而《共识》的出台恰恰系统总结了传

染病监测预警研究的科学技术成果，高

度凝练和解析了传染病多点触发智慧化

监测预警系统的关键技术。

据悉，《共识》是国内首个传染病多

点触发智慧化监测预警系统关键技术专

家共识，填补了国内该领域技术指南的

空白，并且率先立足于“智慧化”和“多点

触发”的新理念，系统总结了传染病监测

预警系统建设的技术成果，提出了该系

统建设的关键技术框架和路径。

更为重要的是，《共识》不仅提供了

理论指导，还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指南，具

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展望未来，《共识》专家组认为，还需

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数据层面，对于

多源异构的监测数据，实现高效整合与

治理是一个重要挑战。第二，在技术层

面，预警算法和模型的选择与优化至关

重要。第三，在体系层面，监测预警系统

的建设和运行离不开各级卫生行政部

门、疾控机构、医疗机构等多方的协调与

合作。第四，在专家层面，多学科专家的

有效合作是构建智慧化监测预警系统的

重要环节。此外，预警系统的建设和实施

需考虑经济成本和可持续性。

《共识》最后指出，随着监测预警技

术的发展，智慧化监测预警系统将会持

续优化与改善，为传染病的早期监测预

警和及时有效防控提供坚实的技术与系

统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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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频率增加、风险增大？

多点触发智慧化监测预警系统“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