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习 爆发调查



 【目的】：了解爆发调查的基本方法和步

骤，熟悉传染病爆发调查资料分析方法。



单元1   爆发调查方法与步骤

 一、爆发及爆发调查

 二、爆发调查的目的

 三、爆发调查的步骤和内容

 四、爆发终止



一、爆发及爆发调查（1）

 疾病爆发是指局部地区或机体单位在短时

间内发生多例同类病人的情况。这种集中

发病现象，往往是由于存在共同致病因素

或共同传播途径所致。而针对发生爆发的

地区和人群开展的流行病学调查即称为爆

发调查。



一、爆发及爆发调查（2）
 爆发有传染病的爆发，如集中、同时的爆发，连

续蔓延的爆发。前者如呼吸道传染病，食物中毒

的爆发；后者如痢疾、伤寒、甲型病毒性肝炎的

爆发等。爆发也有非传染病的，如“麻痹症”爆

发，“抽搐症”爆发，出血性疾患爆发，急性皮

炎爆发等，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对非传染病爆发

调查的思路、方法及步骤与对传染病的大同小异。



二、爆发调查的目的

 主要目的：①及时找到应采取的有效措施

以防止疾病蔓延。②证实报告报告病例诊

断，确定是否爆发或流行。③找出爆发的

特异病因或病原。④描述爆发疾病的分布

特征。⑤查明爆发的来源、传播方式与途

径。⑥找出已暴露于病因的易感人群和决

定采取措施。



三、爆发调查的步骤和内容

 （一）全面听取疫情汇报

 （二）核实诊断，证实爆发

 （三）初步调查

 （四）初步分析，提出假设

 （五）深入调查分析，验证假设

 （六）采取措施和效果评价

 （七）总结报告



三、爆发调查的步骤和内容（1）

 （一）全面听取疫情汇报

 主要是为了迅速了解基本情况，初步确认

爆发发生，汇报人员可包括行政主管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知情者等。



三、爆发调查的步骤和内容（2）

 （二）核实诊断，证实爆发

 准确的诊断是采取正确的控制措施的根据。因此，
对病例的诊断要进一步核对，尤其是首例和首批病
例。一般根据以下几个方面情况予以核实：①病人
的主要临床症状和体征；②实验室检查结果；③流
行病学资料，如当地类似本病的既往流行史、流行
季节、发病年龄、职业特点、接触及预防接种史等。
要特别注意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是否与初步诊断相
符合。对于一时尚不能确诊的疾病，也要自典型病
人的临床表现规定临床诊断标准，统计爆发病例，
估计疫情趋势，提出研究计划。



三、爆发调查的步骤和内容（3）

 根据疾病发生概况的了解，可以证实是否发生

了某种疾病的爆发。在判断疾病爆发时，要根

据爆发的定义来确定。在证实是否为爆发时，

不仅要考虑发生病人的数量，而且要注意该病

的历史背景。如果一个地区历史上未曾有过的

疾病或虽然有过但已经消灭，即使发生少数病

例也可视为爆发。



三、爆发调查的步骤和内容（4）

 （三）初步调查

 一般使用根据疫情与特点设计简单的调查表，对首

例和首批病例尤要仔细查清。

 1、首例病人调查 主要是发病时间、发病前后的

活动情况等。

 2、发病情况调查 登记每个病人的发病情况。

 3、标本收集、送验和保存 病人标本、接触者标

本、可疑环境因素标本等要及时采集、迅速送验，

并妥善保存。



三、爆发调查的步骤和内容（5）

 4、人口和环境情况调查 ①人口特征：包括总

人数，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的人口数和构成，

发病单位的工作性质，劳动和生活组织方式等；

②环境特征：包括居住特征如人群密度、分布等，

生活特征如水源、食品供应、粪便管理等，生产

特征如产品、种植情况等，生态特征如蚊蝇密度

等，地理特征如地形、地貌、风向，以及医疗保

健情况等。



三、爆发调查的步骤和内容（6）

 （四）初步分析，提出假设

 1、整理调查表，描述分布 ①地区分布：绘制

标点地图或地区分布图；注意河流、公路、铁路、

食品供应区等。②人群分布：按年龄、性别、职

业、劳动情况等进行分析。注意早期病例（初发

病例）的人群分布情况。③时间分布：一般以

1/8－1/4潜伏期为时间单元。绘制发病直方图或

发病曲线。



三、爆发调查的步骤和内容（7）

 2、提出假设 根据初步分析结果，一般可

以提出初步假设，如疾病爆发的可能原因，

及不明原因疾病的病因线索等。由于初步

调查掌握的信息还不够充分，初步假设可

不止一个（可以有几个）。



三、爆发调查的步骤和内容（8）

 调查者应特别注意，爆发调查主要是寻找与该病最

高发病率有关的暴露，为什么某些人有暴露却没发

病，而某些人无暴露却发病了，这些情况常常可提

供关于爆发方式及爆发来源的线索。当暴露于一个

共同的来源（如空气、水、牛奶、某种食品、受感

染的人，动物、寄生虫等）的某些人比其他罹患率

高的多时，或能找到有关的致病源时，则传播方式

可能查明。

 同时要根据初步假设采取必要措施，以控制爆发疫

情的再发展。



三、爆发调查的步骤和内容（9）
 （五）深入调查分析，验证假设

 根据初步调查分析所形成的假设，进一步

收集资料进行分析，结合实验室检查以及

现场流行病学观察等，以验证假设的正确

与否。



三、爆发调查的步骤和内容（10）

 1、确定流行类型

 ⑴同源性爆发 指某易感人群同时暴露于某共同的致病因
素而引起的爆发。①同源一次暴露引起的爆发 其流行曲
线为单峰型。因易感者同时受感染，病例数骤然升高，迅
速达到高峰，随后缓慢下降。持续时间常与该病的潜伏期
波动范围相一致，即在疾病的一个最短、最长潜伏期内。
如一次晚餐引起的食物中毒爆发。②同源多次暴露引起的
爆发 指爆发引起的病例不是同时受染，而是分次受染的
结果。每出现一批病例在流行曲线上有一个高峰。根据暴
露次数的多少其流行曲线可能表现为双峰型或多峰型（锯
齿状）。特点是整个爆发持续时间超过一个潜伏期的全距。
如一个水井被附近厕所不断污染引起持续同源性爆发流行。



三、爆发调查的步骤和内容（11）

 ⑵连续传播性爆发 治病性病原体从一个感

染者到另一个易感者，可通过直接接触或

经中介的人、动物或媒介物而实现。发病

曲线通常具有两个以上高峰或持续高峰。

如SARS爆发，疟疾爆发，钩端螺旋体病爆

发等。



三、爆发调查的步骤和内容（12）

 2、暴露日期推算 确定爆发疫情的暴露日

期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调查范围和可

疑爆发来源的追查。一般可以由潜伏期推

算暴露时间，其方法大体分为两种：



三、爆发调查的步骤和内容（13）

 ⑴如果病原已知（即可确定传染病的种类），对

于同源一次暴露引起的暴发就可应用潜伏期推断

可能的暴露日期。①从爆发第一例倒退一个最短

潜伏期所在点，再从最后一例倒退一个最长潜伏

期所在点，这两个时点之间就是可能的暴露时间。

②从流行曲线的高峰倒推一个平均潜伏期，其所

在点可能就是暴露时间。



三、爆发调查的步骤和内容（14）

 ⑵如果病原未知，就无法直接利用潜伏期

去推断暴露日期。由于一些潜伏期较短的

疾病，同源一次暴露引起的爆发，其流行

曲线（潜伏期分布）呈对数正态分布。根

据这一特点，可应用数理方法首先推断潜

伏期，然后再去推算暴露日期。



三、爆发调查的步骤和内容（15）

 3、爆发因素的判断 疾病爆发是在短期内的分布变化，

它不仅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也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因此对

爆发因素的分析，必须采用对比法。如，食用过某食物的

人发病率高，没有食用过该食物的人几乎无发病，那么这

种食物可能就是引起中毒的食物。同时，如果暴露于某因

子的量与发病频率呈剂量反应关系，则为判断该因子与某

病爆发的因果关系提供了又一个证据。爆发因素的判断一

般采样分析性流行病学研究方法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

或结合实验性方法进行。



三、爆发调查的步骤和内容（16）

 4、现场观察 是指对爆发地区进行环境流
行病学调查。也就是对可疑传播方式、传
播因素进行现场观察，例如，对餐厅卫生、
食品加工、上下水处理的情况等做详细的
调查，借以了解爆发可能是在何种条件下
或何环节发生的。



三、爆发调查的步骤和内容（17）

 5、实验室检验 实验室检验是确定疾病
诊断、确定爆发的来源和传播途径的重要
手段。对现场调查采集的标本应及时进行
检测。



三、爆发调查的步骤和内容（18）

 （六）采取措施和效果评价 在疾病爆发的调查
过程中，调查与实施防治措施要紧密结合，要做
到边调查、边分析、边采取措施，并不断对措施
进行补充或修订，以及时控制疫情，防止疾病蔓
延。同时应对防制措施的效果进行考核。对于传
染性疾病来说，在实施防疫措施后，经过一个最
长潜伏期，弱不再发生新病例可认为防疫措施正
确。如果采取防治措施后，疫情仍不能在一个潜
伏期后得到控制，说明措施无效，真正原因还未
找到。防制措施的效果也是对疾病爆发原因的检
验。



三、爆发调查的步骤和内容（19）

 （七）总结报告 爆发调查结果应及时总结，
写出书面调查报告，包括爆发的基本情况、
爆发地区卫生及有关状况、调查过程情况、
爆发原因分析、采取的措施与效果、经验
教训与结论等。尽量用数字、表格、统计
图来说明。报告既可供行政当局决策时参
考，还可能有医疗和法律上的用途。



四、爆发终止

 具有下列条件之一项或多项时，爆发或流
行通常终止。

 1、污染源或致病源消除或改变。

 2、传递环节中断或消除。

 3、暴露者或易感者明显减少或已经没有。
这种情况可通过离开传染源、发生该疾病、
主动或被动免疫、预防用药等而发生。



 综上所述，爆发调查中大量的工作属于描述性研

究。但是在进一步调查分析中，常对可疑的爆发

原因进行假设检验，这必须通过病例对照研究和

队列研究来完成。将患病的与未患病的两组暴露

于某可疑致病因子的比例进行比较，看是否有显

著差异；或比较有暴露史与无暴露史的两组罹患

率有无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别，从而使判断爆发的

原因更可靠更有说服力。近些年来，爆发调查时，

病例对照研究的应用方法越来越普遍。因此，爆

发调查中既有描述性研究，又常包含分析性研究。



单元2  

爆发调查课题讨论─上海
甲型肝炎爆发调查



 1988年1月至3月，上海市发生了一次世界历史

上罕见的甲型肝炎暴发流行事件．

 1月19日开始，发病人数与日俱增。2月1日，日

发病量高达19013例。流行期间的1月30日至2

月14日，每天发病人数均超过10000例。至3

月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4月以后发病率逐日

下降。起先虽已知是甲型肝炎，但却无法确定是

什么原因导致如此来势凶猛的甲型肝炎的暴发流

行。

http://www.haodf.com/jibing/ganyan.htm


 本次甲肝暴发流行的特点是：1、来势凶猛，

发病急；2、病人症状明显，大多数患者

SGPT在1000单位以上，90%以上的病

人出现黄疸，85%以上的病人抗HA试验

阳性；3、发病主要集中在市区，人群分布

以青壮年为主，20－39岁的占83.5%；

4、80%以上的病人有食用毛蚶史。

http://www.haodf.com/jibing/jiagan.htm
http://www.haodf.com/jibing/huangdan.htm


问题1：如果1月底领导派你去现
场调查处理该起疫情，你准备首

先做哪几件工作？



 到现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时，首先应全面听取疫

情汇报并于初步调查后核实诊断。根据疾病的临

床表现如发热、乏力、纳差、厌油、恶心、腹胀、

腹泻等症状，结合实验室检查结果抗HIV-IgM阳

性、粪便内检出HAAg,在短时间内发病人数成倍

增长，均符合甲型肝炎的特征。第二，应确定是

否存在爆发，自1月19日起，疫情骤然上升，数

日内发病例数成倍增长，日最高发病例数比以往

流行年高峰日病例数高53倍，以上种种符合爆发

的定义，表明确实是一次爆发。第三，边调查边

采取扑灭疫情的综合措施，以免延误时机。



问题2：病例确诊后，还需进行
哪些调查工作？



 到现场进行初步调查，主要了解一般情况

和病例分布的特点。此时收集一般资料和

病例调查同时进行。对初步调查的资料进

行核对、整理，初步分析，提出病因假设；

再进一步调查分析，收集正、反两方面的

资料，进行实地观察和收集标本检验。



问题3：从上述流行病学特征中
能否找出某些可疑因素，并提出
初步的爆发原因，下一步你准备

重点调查哪些因素？



 由以上流行特征可以本次爆发的三间分布

情况，由于发病比较集中，可考虑此次甲

型肝炎爆发属同源性爆发。根据甲肝的感

染方式是通过肠道传播，应首先考虑饮水

和食物。同时，甲肝的平均潜伏期30天，

可推算出暴露日期。



问题4：根据上述调查，你认为此
次是否可能为水型爆发流行，为

什么？



 水型爆发的证据不足。首先水质检查均符合卫生

指标；其次，市民普遍无饮用生水的习惯；再次，

饮用相同水源的学生和部队官兵罹患率无明显升

高，显著低于市区。同时，未饮用相同水源的地

区也出现了明显高发。



问题5：根据调查结果，你能否确
认生食毛蚶是本次甲型肝炎爆发
流行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还需
要进行哪些方面的调查工作？



 生食毛蚶是本次甲肝爆发的主要原因。因为：①

病例组平均食毛蚶率（88.2％）远高于对照组

（41.8％），两组差异显著。②暴露日期吻合。

人群食毛蚶日期与本次流行的三个高峰日间隔一

个甲型肝炎平均潜伏期。③罹患甲肝与生食毛蚶

有关，OR＝23.20；且存在剂量－效应关系，

RR值9.38－38.27；且与食毛蚶方式有关。此

外，还需获得毛蚶传播甲肝的病原学证据，即从

毛蚶中分离出与甲肝病人粪便样品中一致的甲肝

病毒。



在卫生防疫部门的跟踪检疫下，确定这是由

毛蚶携带的甲型肝炎病毒所致。随即，市政府作

出了严禁销售、食用毛蚶的决定。并开展了声势

浩大的卫生知识宣传。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经过各部门、各单位的共同努力，广大医务人员

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大批病

人得到了及时的隔离治疗，卫生防病知识宣传做

到了家喻户晓，消毒措施比较落实，在较短时间

内控制了疫情。



问题6：从这次甲肝爆发流行中
应该总结哪些教训？今后如何防

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