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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辽宁省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质量!探讨提高疫情报告的及时性"敏感性和准确性#
方法 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的子系统$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中获得 !""6 年辽

宁省传染病报告卡&将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中的个案数据导出 780(. 表格!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结果 辽宁省县及县以上医院直报率为 ##2!$!!报告单位以综合医院为主!占 9#2:;!&全年存在未

审核卡和重卡!无县区零缺报现象&全省诊断到审核时间为 ;2:! <’ 结论 各地区对传染病报告卡信

息的审核质量参差不齐&肺结核"乙型肝炎等慢性传染病是影响疫情总体趋势的主要病种!应加快制

定切实可行的疫情报告标准及规范细则&进一步加强网络直报系统能力建设!保持人员相对稳定&各

地区应对疫情报告质量定期进行评价!指出疫情报告管理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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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D 年 ; 月 ; 日起全国实施法定传染病网

络直报以来!截止到目前!网络直报工作已运行了 !
年!随着网络直报系统的不断建设和运行!彻底改变

了长期以来疫情收集"处理手段落后!数据逐级统计

上报"处理不及时"分析和利用能力有限的状况’ 为

更好地提高辽宁省传染病网络直报报告质量! 现将

!""6 年辽宁省网络直报情况汇总评价!指出网络直

报系统建设以及运行中发现的问题! 并就监测系统

功能的进一步完善提出合理建议’

E 资料与方法

"!" 资料来源 分析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信息系统% 的子系统 $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

统%中 !""6 年辽宁省传染病网络直报的个案资料’
"!# 方法 将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中的个案数据

导出 780(. 表格!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9 结果

作者单位E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辽宁 沈阳 ;;"""6
作者简介E刘敏(;::$")!女!辽宁省沈阳市人!主管医师!主要从事传

染病疫情管理和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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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直报情 况 全 省 县 及 县 以 上 医 院 为 ##$
家!!""6 年底实现网络直报的医院数为 67# 家!直

报率为 ##2!$!" 乡# 镇及街道卫生院为 8$89 家!
!""6 年底实现网络直报的医院数为 !:$ 家!直报率

仅为 !826"!$
"!" 报告单位类型分析 !""6 年辽宁省传染病报

告卡有 :#298;来自综合医院!!2":;来自乡卫生院!
!2:#;来自疾控中心!有 92$#!来自专科防治院$ 这

< 种 类 型 的 报 告 单 位 所 报 病 例 数 占 报 告 总 数 的

7:27$;!也是传染病直报的主要报告单位类型$
"!! 传染病疫情信息报告质量评价

!"$"8 成效 实行网络直报后!辽宁省通过%疾病监

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上报告的传染病报告卡!疫情

报告及时性有了很大提高! 诊断到审核时间平均为

829! =!与 !""$ 年的平均 62:" = 相比!缩短了<28: =!
极大地提高了疫情报告的时效性>8?’
!"$"! 报告卡未及时审核情况 !""6 年 8@8! 月全

省报告传染病报告卡 86" 779 张!有 8!:6 张未及时

审核!全年 ! 月和 8! 月份为未审核报告卡数的最低

月"由于 ! 月为春节所在月!到医院就诊患者少!未

审核报告卡数相对就少" 年终因各级疾控疫情人员

加强报告卡审核!使未审核报告数减少’由于未审核

报告卡不参与当月传染病资料的统计! 报告卡审核

间隔过长!势必影响对传染病疫情的控制与决策’
!"$"$ 重复报告情况 根据报告卡 9 个查重条件!
对 !""6 年 8< 个市的传报卡进行查重! 共有 <$9 张

重报卡!8< 个市只有营口市无重复报告卡存在!其

他市均存在重报卡现象" 其中葫芦岛重卡数占全省

重卡总数的<!2!"!" 沈阳市占 8#2<$!" 盘锦市占

8!286!’ 传染病报告卡的重复报告可直接影响疫情

报告的真实水平!也影响政府的决策’出现重卡的病

种主要集中在肺结核#乙型肝炎A乙肝B等慢性疾病

中!占全部重卡的 :72<$!’ 出现重卡的原因主要因

疾病的病程较长!患者反复就诊#反复报告所致’
!"$"< 报告及时性分析 从(诊断到审核)是描述传

染病患者就医# 医院报告以及疾控系统对报告卡审

核的全过程!是评价传染病报告及时性的重要指标’
按从诊断到审核的时间统计!全省平均时间为829! =!
其中甲类传染病为 82"8 =!乙类传染病为 82#! =!丙类

为 "2#< =" 因甲类传染病首发病例需省级疾控中心复

判! 故从医疗机构初步确诊到省级最终审核时间用

的时间过长! 提示要进一步强化甲类传染病及时报

告和病例准确订正的关系! 提高甲类传染病病例报

告和审核的及时性’ 8< 个市中审核报告卡最短时间

为 "2#! =*丹东市+!最长为 !2!7 =*锦州市+!说明各

级疾控中心在审核报告卡的及时性方面存在差别’

! 讨论

针对各地对传报卡信息审核质量参差不齐!一

些报告卡未得到及时审核! 重报卡未及时排查等问

题! 各地应不断加强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

络直报的管理!包括工作流程,系统安全#人员配备#
疫情工作检查督导等工作! 尤其注重对县区级疾控

机构以及直报单位的管理!这是数据质量的源头!是

系统正常运转的保障’此外!对疫情资料的分析利用

还有待加强! 县级以上疾控日常资料应做到按周分

析!如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甲类或按甲类传染病管

理的疾病出现!则应每天进行监测与分析!每月#每

年做统计汇总分析报告’
诊断到报告时间是影响传染病报告及时性的主

要因素! 但在实际工作中就诊医生未及时填传染病

报告卡或疫情管理人员没有及时将报告卡录入网络

直报系统中"在诊断到审核时间中!诊断到报告所用

时间占 :#!>!?! 故相应缩短报告卡诊断到报告的时

间将可大大提高传染病报告的及时性’
从辽宁省 !""6 年疫情报告情况看! 肺结核#乙

肝等慢性疾病是影响疫情总体趋势的主要病种!这

类疾病由于病程较长!反复就诊#反复报告#诊断标

准混乱的问题十分突出! 对分析和评价传染病实际

发病率和预防控制效果造成较大的困难’ 应加快制

定切实可行的疫情报告标准及规范细则" 开展肺结

核#乙肝等慢性病的专题调研工作!修订诊断标准和

疫情报告规范!提高诊断水平!减少重复报告现象’
加强对网络直报单位及县区级疾控机构的疫情

报告管理人员技术培训! 并且保持网络直报人员的

相对稳定!疫情报告人员通过专业培训后!至少在本

岗位上工作 $ 年!来保证工作的连续性!同时应加强

对新上岗人员的培训! 因为这是疫情报告工作的基

础!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网络报告系统的报告质量’适

当增加医疗机构网络直报人员数量! 确保疫情的及

时上报’加强网络直报人员电脑基础知识#医务人员

关于传染病报告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新%传染病防治

法&#疫情报告技术规范等的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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