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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7" 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公共卫生面临许多新

的问题!新疾病不断出现!老疾病死灰复燃!各种类型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不断增多!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 特别是 !""7
年的&9277’和&炭疽’事件之后!为应对生物恐怖等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国际组织和世界上一些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建立

了和正在建立各种应急机制来应对 可 能 发 生 的 突 发 公 共 卫

生事件% !""8 年!国际卫生组织第 8H 届世界卫生大会对(世

界卫生条例)进行了修改 I7J!开始致力于帮助成员国提高应对

可能带来国际传播的流行性疾病或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的 监

测*预警与应对!重点集中在预测预警*实验室检测 与 鉴 定*

应急反应能力和沟通 F 个方面% 在实验室方面!主要是通过

加强实验室网络建设和技术人员培 训 来 充 分 利 用 实 验 室 资

源!促进合作与交流!提高实验室检测与应急反应能力% 中国

于 !""$ 年急性非典型性呼吸道传染病+*GE*,爆发之后!也

逐渐认识到了实验室在疾病预防控 制 和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应急处置*预测预警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加 强 了 疾 病 的 病 原

学监测%特别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K%K,于 !""8 年恢复

和新建了 !" 种重点传染病和病媒生物的 #D! 个国家级监测

点% 在应急处置方面!为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加强不同部门

实验室之间的合作和交流! 建立实验室应急处置的机制!中

国 K%K 正在筹建公共卫生应急实验室网络 I!J%在此基础上!本

文对国外公共卫生实验室网络建设进展做一综述!以供国内

参考%

" 国际公共卫生实验室网络的现状

目前国际上公共 卫 生 实 验 室 网 络 主 要 包 括 世 界 卫 生 组

织的应急实验室网络*单病种实验室网络和各个国家建立的

各种形式的实验室网络% 如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爆发预警和

反应网络**GE* 实验室网络*流感实验室网络*脊 髓 灰 质 炎

实验室网络!美国的公共卫生实验室协会*实验室应急网络*

L+.’(5(C!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公共卫生实验室系统等% 下面

就几种重点的实验室网络简单介绍 一 下! 如 果 需 要 详 细 信

息!可以登陆相关网站-

"#" 全球爆发预警和反应网络+M.4N). 4+CN,()O ).(,C )/P ,(!

’Q4/’( /(CR4,O; MSGE5!@CCQ6TTRRR2R@42&/CT0’,T4+CN,()O/(C!
R4,OT(/T,

MSGE5 建立于 !""" 年 F 月!是世界卫生组织+UVS,为

了应对疾病爆发而利用国际上 不 同 国 家 和 组 织 的 科 研 机 构

和实验室网络而建立起来的技术网络!目的是通过它及时对

发生疾病爆发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技术支持和帮助!协助进行

疾病爆发的流行病学调查*病因鉴别与确证!采取控制措施!

防止疾病的国际蔓延!确保全球卫生安全% 同时!MSGE5 还

希望通过这个网络加强不同区 域 各 个 国 家 和 国 际 组 织 之 间

的交流与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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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一些能力比较弱的不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 MSGE5 目前具有 7!" 多个成员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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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GE5 在 UVS 总部有一个专

门的工作委员会负责管理工作!制定国际疾病爆发预警和应

急反应的指导原则来指导网络 成 员 开 展 合 作* 进 行 现 场 应

急*评价和追踪疾病爆发的国际影响% 另外!MSGE5 还提供

全球实验室能力的培训* 指导 方 针 和 标 准 操 作 规 范% 自 从

!""" 年以来!MSGE5 已经动用了 F"" 多名专家对 F" 多个国

家 发 生 的 8" 多 例 爆 发 疾 病 进 行 了 技 术 帮 助 +包 括 对 中 国

!""$ 年的 *GE* 控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 %&’ 流感监测实验室网络+UVS &/W.+(/?) ’+,-(&..)/0(
/(CR4,O; @CCQ6TTRRR2R@42&/CT0’,TP&’()’(T&/W.+(/?)T’+,-(&..)/0(T(/T

是 UVS 众多单病种实验室网络中的一个! 目的是对全

球流感病毒进行监测!提供流感疫苗的毒株信息% 流感监测

实验室网络建立于 798! 年! 目前在全球 H! 个国家具有 77!
个实验室!具有 F 个大的区域性合作中心!分别分布在美国*

日本*澳大利亚和英国% 合作中心负责对实验室网络成员进

行质量控制*提供实验室检测的技术方法和诊断试剂% 在流

感的全球监测中!每年从 D"7! 亿个样品中分离到 7#8 """ 个

分离物!合 作 中 心 每 年 接 受 H""" 个 样 品!分 析 7""" 个 病 毒

的 VG 基因!生产大约 !28 亿人份的流感疫苗% 目前!随着禽

流感传播人可能性的不断增大! 在 流 感 实 验 室 网 络 的 基 础

上!建立了动物禽流感的实验室网络用 于 监 测!准 备 积 极 应

对可能发生的流感大流行%

"#! 美国公共卫生实验室协 会 +G’’40&)C&4/ 4W Q+N.&0 @().C@
.)N4,)C4,X; GLVY!RRR2)Q@.24,Z,

是为保证人 类 健 康 而 建 立 的 美 国 公 共 卫 生 实 验 室 之 间

的一个代表公共卫生实验室利益的非营利性组织% 它包括美

国 8" 个州和 D 个地区的公共卫生实验室!同时与美国 K%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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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实验室应急网络金字塔

"#$%&’ ! ()&*+#, -. /0’ 1*2-&*/-&) 3’45-64’ 7’/8-&9

环境保护署"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等联邦公共卫生实验

室密切合作# 协会的主要成员是各个州及部分地方的公共卫

生实验室主任"国际组织的代表等$ 它的经费来源于会员费%

各种联邦机构"企业界"大学和国际组织的捐助$ 6789 主要

在政策分析"信息"卫生管理"实验室培训"国内和国 际 实 验

室技术支持等方面开展工作$ 如在公共卫生实验室现状方面

进行评估并撰写报告! 为一些卫生政 策 的 制 定 提 供 参 考 意

见$ 为卫生政策决策者"媒体"卫生组织"政府和其他权威部

门提供公共卫生实验室领域的信息!包括传染 病"突 发 公 共

卫生事件应急准备!环境卫生"实验室能力建设等方面$ 进行

有关公共卫生官员的培训! 加强公共 卫 生 实 验 室 的 能 力 培

训!举办公共卫生实验室年会等$

"#$ 美国实验室应急网络&9):4,);4,< ,(’=4/’( /(;>4,?2 9@5A
B;;=CDD>>>2:;20E02F4-D.,/D’

是 GHHH 年美国国会为建立标准化的实验室操作规范来

应对可能作为生物恐怖武器的微生物而建立起来的!目的是

提高对生物恐怖和重大传染病疫情中病原微生物的检测%监

测%鉴定和描述$ 它是由美国 I%I%美国公共卫生实验室协

会%美国陆军感染病研究所合作建立的$ 9@5 是一个多学科%

多部门和多层次的实验室网络!包括卫生%兽医%食品%环 境

和农业等学科!由公共卫生机构%军事医学实验室%工业实验

室%兽医实验室和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实验室组成$ 这个网络

将临床实验室和不同州%地区和城市的公共卫生机构及联邦

机构联系在一起$ 9@5 现在已经发展为拥有 G!"" 多个实验

室成员的网络&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实验室’!每个实验

室均具备一定的实验室分析能力% 反 应 能 力 和 生 物 安 全 水

平$ 9@5 网络结构为金字塔型!共分为 6%J%I%% 四级!是根

据生物安全级别&J*9’来划分的$!""! 年 9@5 根据实验室所

能提供的检验项目和对感染物质的控 制 能 力 分 为 国 家 级 实

验室%参比实验室和哨点实验室$ 见图 G$

哨点实验室&以前的 6 级实验室’!主要包括具备较低水

平生物安全设备的医院和社区临床实验室!它们是受威胁人

群最早接触的医疗机构!对于可疑病例或者 微 生 物!该 级 别

实验室的主要任务为排除和提交病 原 微 生 物 或 样 品 给 附 近

的参比实验室$ 哨点实验室必须具备如何正确包装和寄送样

品的知识!以保证可疑样品安全送达参比实验室$

参比实验室&以前的 J 级和 I 级实验室’!主要包括州级

或市级卫生部门实验室% 学术研究 机 构 实 验 室 和 联 邦 实 验

室!生物安全标准为 J*9! 或 $ 级$ 参比实验室具有一些主要

病原微生物的鉴定能力! 掌握更高难度的实验室检测手段!

目的是用来检测和确证感染物质的存在$ 其主要任务是对可

疑样品进行分析和鉴定!有能力给予结论性 结 果!能 在 应 急

的情况下给予地方部门及时的应对!加快地方机构的应急反

应速度$ 如无法判定送交国家级实验室$

国家级实验室&以前的 % 级实验室’主要是 I%I 实验室

和美国陆军感染病研究所的实验室!是整个系统的最高级别

实验室!达到 J*9KL 级标准$ 具有诊断高度感染和罕见病原

微生物的能力$ 它具备最先进的生物设施!同时具备 6%J%I
所有实验室的检测和诊断能力$

所有参与的实验室都能在病原微生物鉴定%反生物恐怖

方面接受培训和共享资源$ 培训往往由一些专业协会%I%I
的国家实验室培训中心来进行$ 由 I%I 的专家向联邦%州和

地方的实验室提供最新的实验室筛查和检测方法!包括标准

化的实验方法%特殊的实验试剂和仪器设备等等$ 另外!I%I
还将加强 9@5 实验室病原微生物的研究! 以建立更快速%灵

敏和特异的病原微生物检测%鉴定和监测方法$ I%I 还将加

强网络实验室的生物安全和实验室间样品运输的管理$

"#% 加拿大公共卫生实验室网络MI)/)E) =+:.&0 B().;B .):4!
,);4,< /(;>4,?N I7895N >>>2=B)0K)’=02F020)O

是 !""G 年美国(H2GG 事件)和(炭疽)事件之后加拿大政

府为应对生物恐怖等突发公共卫生 事 件 而 建 立 起 来 的 公 共

卫生实验室应急网络!隶属于加拿大公共卫生署# I7895 将

联邦和省及地区的公共卫生实验室紧密联系起来!共同应对

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别是生物恐怖事件# 它的

成员包括各省%地区和卫生部公共卫生实验 室&国 家 微 生 物

学实验室%食源性动物传染病实验室%传染病预防控制中心%

国家艾滋病实验室%应急事件预警和反应中 心’和 加 拿 大 防

卫研究和发展部的实验室#I7895 借鉴了国际上其他国家公

共卫生实验室网络的许多经验! 在提高基层公共卫生能力!

制 备 应 急 预 案 和 疾 病 监 测 等 方 面 做 了 大 量 的 工 作 # 目 前 !

I7895 的主要工作集中在传染病预防控制病原检测的协调

管理%实验室监测和生物恐怖的应对等方面!包 括 建 立 早 期

预警系统以发现%监视病原的变异和菌D毒株的耐药性# !""L
年 $ 月 I7895 成立了实验室标准分委会! 目标是通过省级

和联邦实验室及其合作伙伴的协作 和 良 好 的 实 验 室 操 作 来

促进实验室诊断标准的发展和普及#

"#& 澳 大 利 亚 公 共 卫 生 实 验 室 网 络 M6+’;,).&) =+:.&0 B().;B
.):4,);4,< /(;>4,?P 67895 B;;=CDD>>>2B().;B2F4-2)+D&/;(,/(;D
>0Q’D=+:.&’B&/F2/’RD04/;(/;D0E)S0E/)S=B./S&/E(T2B;Q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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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公共卫生 实 验 室 网 络 是 澳 大 利 亚 卫 生 和 老 年

部下属机构!是澳大利亚各州卫生部门为加强实验室方面的

合作而建立的!目的是从国家层面进行传染病检测和监测的

策略性指导和为卫生政策的制定提供建议"67895 内部分享

相关的知识和技术方法!同时!加强与国内外 其 他 部 门 或 组

织的密切联系!提高澳大利亚全国范围内的传染病应急预测

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67895 是澳大利亚国家传染病监测网

络中的一部分!由澳大利亚卫生和老年部提供经费" 成员包

括各州的卫生部门#国家流行病和人口卫生中 心#澳 大 利 亚

动物卫生实验室等!其他国家#组织的实验室 网 络 可 以 作 为

观察员参加澳大利亚实验室网络的工作" 通过 67895 的建

设和发展! 加强了公共卫生实验室的 能 力 建 设 的 合 作 与 交

流!制定了实验室良好的工作规范!提高了澳大利亚控制传染

病的能力!促进了国际交流" 67895 还制定了澳大利亚所有法

定传染病的实验室诊断的病例定义"

! 未来的发展趋势

:8; 和其他国家公共卫生实验室网络建设总体上都是

为加强国际# 国内的公共卫生实验室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取

长补短!加强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提 高 预 测 预 警 和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以此达到提高 地 方#国 家 和

国际公共卫生水平的目的" 目前国际上的公共卫生实验室中

有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 它们中一部分主要是微

生物实验室之间的合作!应对的是重要的传染病疫情和生物

恐怖! 还有一部分是将国内所有的公 共 卫 生 实 验 室 进 行 联

合!工作领域包括疾病控制和公共卫生的各个领域" 相比较

而言!各有利弊" 单一的实验室网络建设起来相对容易!需要

的时间相对较短!发挥的作用也比较好!但是 职 能 范 围 比 较

局限!不利于整体的发展" 而一个比较全面的实验室网络!需

要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发展过程!但是发挥的作用比较大!职

能范围广泛" 目前!国际上有一种趋势!即整合各自国内的公

共卫生实验室资源!建立完善的公共卫生实验室网络" :8;
也在这方面提倡提高国家整体的应 对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的

能力" 但是!公共卫生实验室网络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具

体职能呢$ 经过概括总结!主要集中在下面几个方面%

&<’通过管理与协调!促进网络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通过开展病原监测!建立预警系统!加强传染病的预防与

控制(&$’通过人员培训和应急演练!提高应对不明原因疾病

和生物恐怖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通过加强实验

室管理#质量控制和生物安全!提高公共卫 生 实 验 室 整 体 水

平(&>’开展新技术和新方法的研发和推广!为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应对做好技术储备(&?’为卫生决策提供科学建议"

但是如何管理和完善公共卫生实验室网络!从而更好地

发挥作用是各个实验室网络面临的主要挑战!各个国家要根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展工作" 就中国而言!应该建立一个长

期的发展规划! 在明确职能的情况下有步骤地建立和完善!

要充分考虑不同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可以考虑以一种相对

松散的方式建立网络!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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