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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流行病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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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就是指突然发生的有可能会损害社会公众健康的重大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传染病疫情类
型众多，例如，当前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就属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本文主要对其流行病学特点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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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繁发生，具体如 SARS 病

毒、新型冠状病毒、甲型 H1N1 流感等等，都严重损害了社会

公众的身体健康，同时也对其生命安全造成了威胁。针对以上

情况，必须要强化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流行病学的分析，以

及时制定出针对性的防控对策，从根本上维护人类生命健康。

1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特点及性质分析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毫

无预兆之下突然发生的事件，具有偶然性，且发生的人群、地

点以及时间等都具有不确定性。第二，可能会对社会公众健康

造成损害的事件。第三，事件的影响范围既可以是单独个体也

可以是群体，甚至是成千上万的人，若不能对疫情进行及时应

对，将会导致病情继续蔓延扩散，甚至达到难以控制的境地 [1]。

1.1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性质分析

无论是传染性，还是非传染性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都

会对社会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影响，因此，必须要

对这些事件进行及时应对，具体如核辐射事件、化学、生物事件、

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等。另外，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如洪水、地震

等等，也属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于所发生事件是否为突

发性公共事件的判断，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同时还

要具备前瞻性。纵观近年来的发展实践，发现在事件发生的初

期阶段，对其性质进行精准判断，将会直接改变事件结局，因此，

必须要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性质进行正确认识，只有这样才能

对事件影响范围进行确定，并采取针对性防控措施，以免事先

恶化 [2]。

1.2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流行病学特点分析

在对所发生事件是否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判断时，

还需要对其流行病学特征进行研究，第一就是事件发生的突发

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大多毫无征兆，且难以识别，

例如，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化学物品发生泄露。因而，突发

性也被视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常见的特征之一，这也是其区

别于普通卫生事件和卫生问题的重要标志。

第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原因具有多样性，不管

是生物因素、化学因素，还是物理因素，都有可能会引发突发

性公共卫生事件。与此同时，自然灾害，具体如风暴、地震、

山洪等等，也有可能会引发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因而也从侧

面凸显了其发生原因的多样化。还有很多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是在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所发生，例如传染病事件，很多情

况下都不是由于单一的病原体因素所导致，而是在其他的社会

经济因素、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等的共同作用之下才发生 [3]。

第三，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具有群体性，这主要是

因为事件的发生通常会导致很多人受到影响，如果由于病情控

制不当，还有可能会导致疾病迅速蔓延，从而使整个区域的人

们都受到病情影响，甚至还会超出国界。

第四，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具有社会性，这主要是

因为其不仅属于卫生事件，同时也属于社会事件，大型突发性

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通常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例

如甲型 H1N1 流感疫情、SARS 疫情、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等等，

这些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都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同时也对社会经济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

第五，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展具有阶段性，一般分为以

下几个阶段，即酝酿期、爆发期、扩散期、处理期，不同阶段

的疫情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2 处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措施

2.1 建立完善可行的监测系统

该系统的建立，能够对疫情信息进行广泛收集。目前，我

国已经具备全国统一联网的疾控监测报告系统，能够对全国各

地医疗机构的相关诊疗信息进行收集。在运行方面也相对规范

和科学，在食品安全监测、流行病毒监测等方面均发挥了巨大

作用 [4]。

2.2. 疾病预测

由专业人员和机构对相关监测信息以及国内外突发性公共

卫生事件发展趋势、类型等进行评估分析，能够得出精准合理

的预测，从而判断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未来走向以及其严重

程度。而要想科学精准预测，前提是要对事件信息进行科学分

析，同时也要求相关专家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一旦预测失败

将会引发严重不良后果。因此，必须要对专家人员进行认真筛

查，组建专家委员会，从而可随时对突发状况进行分析，及时

汇总，做出精准预测。

3 结语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的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首先就

是要强化对其流行病学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对事件严重程度

及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判断，从而更好地维护人类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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