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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性感冒是一个古老、第一个实施全球性流行性感冒是一个古老、第一个实施全球性

监测、病毒性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监测、病毒性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依然无法完全控制它传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依然无法完全控制它传

输和流行。输和流行。

              伴随近年来禽流感疫情暴发和蔓延，流行性伴随近年来禽流感疫情暴发和蔓延，流行性

感冒已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焦点。感冒已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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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病原学

第二节 流行特征

第三节 流行过程

第四节 预防策略与办法

第五节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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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感病毒基本结构

 抗原变异

 分  类

 致病力

 免疫力

第一节 病原学

流行性感冒医学宣教专家讲座 第3页



第6版 流行病学电子版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一、流感病毒基本结构

   流感病毒属正粘病毒

科，是多形性有包膜病

毒，多为球形，直径80

～120nm

   病毒颗粒结构由外至

内分为三层，最外层有

两种表面抗原，即血凝

素（HA）抗原和神经氨

酸酶（NA）抗原 

第一节 病原学

图22-1

流行性感冒医学宣教专家讲座 第4页



第6版 流行病学电子版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流感病毒不停引发流感流行，主要是其HA

和NA抗原性轻易发生变异所致，抗原变异幅度

大小直接影响流感流行规模。 

 变异种类

抗原漂移     抗原转换

变异机理

基因突变      基因重配

二、抗原性变异

第一节 病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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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 类
    依据流感病毒NP和M1抗原特异性及其基因特征不

一样，分为甲(A)、乙(B)、丙(C)三型

第一节 病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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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抗力

 对热敏感，冷冻干燥后可长久保留

 普通抗生素对流感病毒无效  

 致病性

 甲型          人类和各种动物

 乙型   感染   人 

 丙型          人和猪（致病性较弱）

四、致病力

第一节 病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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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液免疫

 血凝素抗体 

 神经氨酸酶抗体

 核蛋白抗体  

 细胞免疫

 局部免疫 

五、免疫力

第一节 病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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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概况 

 流行分布

 超额死亡率 

第二节  流行特征

流行性感冒医学宣教专家讲座 第9页



第6版 流行病学电子版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全球流感流行特征 

4次新亚型出现有3次起源于我国

大流行期间，流感发病率高，传输速度快 

多数情况下，新亚型出现以后，旧亚型即不再

在人群中流行  

第二节 流行特征

一、流行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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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流感流行特征 

 流行仍以甲型为主 

 新亚型出现后，则流行广泛，发病率高 

 不论是新亚型出现，还是抗原漂移后亚型内出

 现新变种，国内流行毒株与国外基本一致 

 自1977年H1N1再现后，H3N2与H1N1在人群

 中共存 

       

第二节 流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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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2  1953～1999年我国流感流行情况与病毒型别

 流感流行北方重于南方，而且北方有显著冬春

季节性高峰
 病原上表现出乙型病毒株活动增强，而甲型病

毒株活力相对减弱趋势

第二节 流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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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分布

季节性      

长久变异

 人群分布

 男女之间发病率没有差异

 发病率6～15岁最高

 年纪  发病率 

 地域分布

     世界各地均可发生，各地发病率差异较大

二、流行分布

第二节 流行特征

周期性

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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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流感流行所造成超出预期死亡率，即超出相

近几个非流行年同期平均死亡率部分

 由此计算出绝对死亡数称为“超额死亡人数”

 较准确地反应流感流行严重程度 

三、超额死亡率

第二节 流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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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染源

 传输路径

 易感人群

 影响流行过程原因

第三节 流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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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和隐性感染者 

 病人是主要传染源

 隐性感染者见于有部分免疫人群 

 学龄儿童是使流感流行范围扩大主要传染源  

 动物传染源 

 动物流感与人类流感关系亲密

 猪可能是人流感病毒一个贮存宿主，亦可能            

成为人流感病毒与禽流感病毒重组场所

一、传染源

第三节 流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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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空气飞沫传输

经过污染食具、茶杯或玩具而传输

第三节 流行过程

二 、传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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