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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健康监测制度概述



定义与目的

定义

疫情健康监测制度是指通过收集和分

析相关数据，对疫情的传播情况进行

实时监测和评估，以制定和调整防控

策略的一系列措施。

目的

疫情健康监测制度旨在及时发现疫情，

评估疫情的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为

制定科学、有效的防控策略提供依据，

保障公众的健康和安全。



控制疫情传播

通过实时监测，可以及时发现疫

情，了解疫情的传播途径和速度，

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疫情的传播。

评估防控效果

监测可以评估防控措施的效果，

为调整防控策略提供依据，提高

防控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保障公众健康

及时发现疫情并采取有效措施，

可以减少疫情对公众健康的影响，

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监测的重要性



在疫情爆发初期，监测主要依靠人工调查和报告，数据收集和分析
相对滞后。

早期阶段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监测开始采用信息化手段，数据收集和分析
的效率和准确性得到提高。

信息化阶段

目前，监测正朝着智能化方向发展，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进
行数据分析和预测，进一步提高监测的准确性和预警能力。

智能化阶段

监测的历史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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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对象与内容



对所有确诊患者进行病情监测，

包括病情变化、治疗情况等。

确诊患者

对所有疑似患者进行监测，了
解其症状、体征及流行病学史。

疑似患者

对与确诊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

人员进行监测，评估其感染风

险。

密切接触者

对老年人、儿童、孕妇、身体

虚弱的人来说，应加强健康监

测，及时发现异常情况。

高危人群

监测对象



监测患者的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以及
病情严重程度。

症状监测

了解患者的居住地、旅行史、接触史等信息，
评估疫情传播风险。

流行病学史监测

定期对患者进行病毒核酸检测、抗体检测等，
了解病毒载量、抗体水平等信息。

实验室检测

对患者进行胸部X线或CT检查，了解肺部病
变情况。

影像学检查

监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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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反馈

将监测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和公众，提高防控意识和措施

的针对性。

01

数据收集

通过医疗机构、疾控中心等渠道收集监测数据，确保数据的真

实性和完整性。

02

数据分析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评估疫情发展趋势、传播途径

等，为防控措施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数据收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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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方法与技术



人工填报

通过社区、医院等机构，由相关人员收集居民的健康
信息，并手工填报至统一系统。

电话调查

通过电话访问的方式，了解居民的健康状况和疫情接
触史。

纸质问卷调查

发放纸质问卷，由居民自行填写后回收。

传统监测方法



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海量
数据进行分析，挖掘疫情
发展趋势和传播规律。

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 移动应用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疫
情数据进行自动分类、识
别和预测。

通过移动应用收集居民的
健康信息和行动轨迹，实
现快速上报和实时监测。

030201

现代监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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