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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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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
体会议公报》，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
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2017年10月18日



主要内容

一、信息技术在我国疾病控制中的应用

偿试

二、信息技术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作用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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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技术在我国疾病控制中
的应用偿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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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数据平台的建设及应用

•慢性病控制数据平台建设及应用



（一）公共卫生数据平台的
建设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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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起因

–至2003年4月中旬，北京已发生SARS病例320

例，可卫生部仅接到29例报告

–为解决SARS暴发流行初期疫情信息滞后、失

真、反应被动的局面，根据系统工程的综合性

原则，提出将计算机网络技术与传染病报告相

结合，建立SARS病例网络直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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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传染病报告卡

三、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实
行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
我部决定自2003年4月26日起
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报告管
理工作纳入“国家疾病报告管
理信息系统”，各级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收到传染病报告卡后，
要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录入和传
输（详见附件1），逐级上报…



SARS疫情控制效果

•从2003年5月中旬开始，SARS疫情出现明
显下降；5月上、中、下旬日均报告病例数
分别为151、45、13例，6月上旬全国为7
例

• 6月中旬开始，全国再没有病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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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简况

• 2004年起，全部法定传染病纳入网络直报
• 共监测报告39种法定传染病，其中甲类2种、乙类26种、丙类

11种；每日全国报告传染病2-3万例
• 覆盖全国100%的疾控中心、98%的县级及以上医院和94%的乡

镇卫生院，共6.8万家医疗卫生机构，实现了法定传染病的个案
、实时、在线报告，记载传染病个案信息

• 传染病诊疗机构网络正常运行率99.23%
• 及时报告率99.63%、及时审核率99.79 %、重卡率0.02‰、总

合格率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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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国范围传染病
个案数据进行实时
动态的基于时间、
空间和人群的“三
间分布”分析；数
据包含时间、空间
、人群、疾病四个
象限维度：实施
难度体现在加工后
的实时统计数据达
到5000万条/年，
并需要针对全国所
有分级用户提供任
意时间段的汇总统
计，其统计量达到
8000万亿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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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报告（天）

2002

2008

报到县、区防疫站

报到中国CDC

提高了疫情报告的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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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2014年全国甲、乙类传染病年报告发病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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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8年各地报告
不明原因肺炎病例391
例

被订正为人禽流感 (37例)

未被确诊（52例）

被订正为肺鼠疫（5例）

被订正为其它病例（297例）



• 2013年3月24、25日，上海市和安徽省CDC分别将
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标本送到中国CDC

• 3月28日，中国CDC分离到病毒

• 3月29日，完成鉴定和序列分析，确定为H7N9禽流
感病毒

• 3月30日，按照《国际卫生条例》要求通报WHO

• 3月31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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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N9疫情发现



人感染H7N9禽流感感染（发病）危险因素
－－病例对照研究

• 2013年3-4月，8个省份，纳入病例89例，对照340名

• 多因素分析结果：

危险因素 调整OR 95%可信区间 p值

患有COPD 5.0 1.7-14 0.003

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 7.0 1.1-44 0.039

肥胖 3.7 1.3-10 0.018

到过活禽市场 3.5 1.8-6.8 <0.001

直接/间接接触禽 2.9 1.3-6.2 0.007

家中养禽 1.5 0.5-4.4 0.478

食用禽类 0.7 0.3-1.4 0.279



2013-2014年冬春季节关闭活禽市场效果明显

• 2013年10月至2014年3月12日，134个县区
有病例报告，106个县区采取了全县区活禽
市场关闭措施

–对106个县区报告病例的感染时间分析，有
90%的病例感染时间在市场关闭前

–实施关闭活禽市场措施后迅速减少，发生病例
不到总病例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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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大数据统计分析的材料与方法

• 病例数据来源：国家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2014年法定
传染病报告数据

• 机构数据来源：中国疾控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
系统基础编码手册（2014版）》

• 人口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 空间数据来源：国家测绘局1:25万基础地图数据

• 分析方法：流行病学描述性统计分析、生态学分析、空
间分析

17



高发集聚区：东北主要集中在哈尔滨和沈阳；华北
主要集中在北京、河南、河北；华东主要集中在长
三角地区；华中主要集中在湖北、湖南、江西；华
南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福建；西南主要集中在
四川、贵州；西北主要集中在新疆的喀什和和田。

高发集聚区：华北主要集中在北京、河南；华东主
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华中主要集中在湖南；华南
主要集中在广西、广东；西南主要集中在四川、云
南、贵州；西北主要集中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和伊梨。

2014年艾滋病高发区核密度分析2014年结核病高发区核密度分析



跨省流动结核病、艾滋病病例就诊行为比较

跨省流动结核病例

主要以三甲医院就诊为主

跨省流动艾滋病例

主要以无等级医院就诊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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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的、能覆盖全国的传染病在线报告系统

 截止2008年底，直报网络已覆盖全国100%的疾病控制中心。

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网络报告率达96.98%；乡镇卫生院，网

络报告率达82.21%；网络直报系统用户达6.8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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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报系统的实施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是我国综合国力上升的具体体现

加拿大部长 西班牙部长

美国CDC主任美国卫生部长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莱维特于2006

年12月8－17日访华期间，参观了传染病网

络直报系统的现场演示，多次提到并称赞

中国的网络直报系统，认为这样的直报系

统在美国联邦制的国家是无法实施的，中

国的网络直报系统堪称世界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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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

弗莱德▪哈金森肿瘤研究中心

和盖茨基金会共同发起组织

的“太平洋健康论坛”2007

年会议总结出版物，把中国

传染病网络报告系统作为解

决疾病监测系统所面临的重

要挑战的两个可借鉴的样板

之一，向其它经济体或地区

予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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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慢性病控制数据平台
建设及应用



慢性病呈“井喷”态势
• 根据世卫组织2008年的资料，全球5700万例死亡中估计有3600万例系非传染

性疾病致死，特别是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包括
约900万未满60岁死亡者，而这些死亡案例有近80%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 2008年中国慢性病患病率已达20%（即全国有医生明确诊断的慢性病病例数
为2.7亿），死亡数已占总死亡的83%

• 2012年我国慢性病死亡占总死亡的86.6% （1991年为73.8%，2000年为

80.9%）

• 其中心脑血管病为首要死因，占慢性病死亡的51%，占总死亡的44.2%（

2000年分别为41.4%、34.0%）

来源：1. 2011年9月，66届联合国大会《关于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

2. 2009年2月27日，卫生部公布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 
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hbgt/s3582/200902/39201.htm

3. 2015年6月30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年）. 25



2004-2005年我国国民死因顺位、死亡率及构成比

顺位
城乡总计

疾病 死亡率(1/10万) 构成比(%)

总计 608.78 100.00
1 脑血管疾病 136.64 22.45
2 恶性肿瘤 135.88 22.32
3 呼吸系统疾病 96.28 15.81
4 心脏病 90.23 14.82
5 损伤和中毒 61.51 10.10
6 消化系统疾病 16.78 2.76
7 传染病 13.29 2.18
8 内分泌营养代谢疾病 10.77 1.77
9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8.75 1.44
10 围生期疾病 5.42 0.89

前十位合计 94.54

来源：陈竺. 全国第三次死因回顾抽样调查报告[M]. 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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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ten causes in 2013 of years of life lost by location

GBD 2013 Mortality and Causes of Death Collaborators.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age–sex specific all-cause and cause-specific 
mortality for 240 causes of death, 1990–2013: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3. Lancet 2015 Jan 
10;385(9963):117-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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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健康和谐生活：遏制中国慢性病流行》
－－2011年7月26日世界银行报告

• 未来20年里，40岁以上人群中，慢病患者（心脑
血管病、慢阻肺、糖尿病以及肺癌）人数将增长
2-3倍

• 慢性病的快速增长主要集中在未来10年

• 一半慢性病负担发生在65岁以下人群

• 中风对个体健康和生活造成的危害最大
29



中国脑卒中防控严峻形势
• 据世界银行预测，假如不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中国的脑卒

中发病病例数会直线上升。到2030年，中国将有3177万

脑卒中病人，防控形势将非常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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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名为
国家卫生计生委脑卒中
防治工程委员会，

国家一级的脑卒中筛查
与防治网络基本建成

正式成立脑卒中
筛查与防治工程

委员会，
设立脑卒中筛查
与防治医改专项

设立脑卒中适宜
技术推广项目

2009年

启动
脑卒中筛查与
防治工作

2012年

2014年2011年

脑卒中防治工程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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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

306家基地医院

1000余家区县二级医
院为协作单位

2700余家社区、乡镇
基层医疗机构为落脚
点

全国脑卒中筛查与防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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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脑卒中筛查与防治项目开展情况
2011年度

5省1市

41家基地医院

80万例筛查任务

4000万经费保障
2012年度

16省市

120家基地医院

144万例筛查任务

7200万经费保障

2013年度、2014、
2015年度

31省区市和兵团

200家基地医院

120万例筛查任务

7200万经费保障

截至目前，累计获得财政专项资金3.28亿收录580余万人的脑卒中危险因素筛查和干预信息。33



•国家项目海量信息的收集分析利用，亟需
信息技术支撑

•项目与国家人口与健康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合作，组建了中国卒中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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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源汇聚与应用

筛查直报
基地医院

数据对接

卒中防治大数据平台

区域防治网络

数据对接

卫生
决策 健康服务 分级诊疗

临床
质控

转化创
新

医疗

协作体
慢病
防控

医养
结合

业务流

数据流
以业务拉动数据
以数据促进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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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据网络的链接实现与67家高级卒中中心
单位的数据集成应用，以区域重点医院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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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源

中国卒中

数据中心

770万

社区筛查队

列（580多

万）
社区高危随访

队列（60万）

医院门诊

筛查队列

（52万）

基地医院

住院筛查

队列（42

万）

基地医院

数据对接

（20万）

多中心注

册登记研

究队列（5

万）

基地医院

门诊对接

队列（10

万）

基地医院

体检对接

队列（5万）

• 院外筛查队列

• 院内筛查队列

• 科研登记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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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5年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
五个样本概况

• 40岁及以上常住居民

• 总筛查纳入分析人口数近300万，其中脑卒中患者68075例

• 2011年6省市（北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

– 筛查429826例

– 其中脑卒中患者8738例

• 2012年16省市（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江苏、浙江、山东、河南、湖北、广东、
四川、陕西、甘肃、新疆）

– 筛查857416例

– 其中脑卒中患者 18603 例

• 2013年31省市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 筛查633859例

– 其中脑卒中患者15027例

• 2014年31省市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 筛查726451例

– 其中脑卒中患者17793例

• 2015年27省市区

– 筛查306947例

– 其中脑卒中患者7914例 数据来源：中国卒中数据中心



脑卒中标化患病率
（2011－2015）

根据2015年患病率估算，
全国40岁以上人群中有1204万罹患过脑卒中！

筛查样本 男性 女性 城镇 农村 综合

2011年6省市 2.12% 1.66% 1.46% 2.22% 1.89%

2012年16省市 1.98% 1.52% 1.65% 1.85% 1.75%

2013年31省市 2.28% 1.81% 1.83% 2.25% 2.05%

2014年31省市 2.29% 1.93% 2.03% 2.18% 2.11%

2015年27省市 2.34% 1.91% 2.02% 2.22% 2.12%

数据来源：中国卒中数据中心

* 根据六普数据按城乡、性别、年龄进行标化



人群脑卒中风险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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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患者劳动力人口比重

2011年6省市

2013年31省市

2012年16省市

2014年31省市

2015年27省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