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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确定柬埔寨流感的季节性阈值、预警阈值、以及流感传播强度，以便及时启动预防措施或提高流感防控级别。

方法：利用柬埔寨2009-2015年流感样病例监测和流感病例实验室监测资料，计算3个指标以监测流感流行强度，3个
指标分别为：所有门诊病例中流感样病例的比例、流感样病例中流感阳性病例的比例、以及二者的乘积。根据世界卫
生组织的方法建立了4个阈值水平（季节性流行、中度流行、高度流行、大流行预警），另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齐
法（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lignment method）也对流感的传播强度进行了分级。按照3个指标确定阈值的情
况，对3个指标进行了比较。

结果：使用包含实验室检测结果的两个指标确定阈值时，流感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使用综合变量（包含症状监测和
实验室检测结果的指标）建立阈值时预报季节性流行开始时间的错误最少，而且在监测流感流行强度时最有效。与温
带国家不同，症状性指标用于监测流感活动或用于建立阈值时效果均不太理想。

结论：在热带国家，监测和评估流感流行一直具有挑战性，如果有合适的指标，那么流感阈值可以帮助我们及时启动
流感防控措施。根据本研究结果，柬埔寨卫生部将进一步提高医学人员和大众对流感的认知。本研究对于热带/亚热
带国家以及卫生资源紧缺的国家也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流感传播强度的级别可用来评估可能发生的流感大流行的严重
程度，同样也可用于评估季节性流感流行的严重程度。

在
温带地区，由于流感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较

高，因此造成巨大的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1–4

。而流感在热带和亚热带国家的疾病负担目

前尚不明确，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提示流感在这些国

家的疾病负担与在温带国家的疾病负担相当3–7。此外，

尽管每年的数据会有所变化，但流感的季节性特征在大

部分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也能观察到8–11。因此，有必要

对流感监测数据进行实用有效地分析，在热带和亚热带

地区为决策者制定流感防控策略提供依据。

柬埔寨国家流感中心于2006年建立，该中心的

流感哨点监测资料显示了近期柬埔寨的流感流行具

有明显的季节性12,13。根据流感样病例（influenza-

like illness，ILI）中流感阳性的比例，流感高峰

季节出现在6—12月，与雨季正好吻合，但是这些发

现并未被用于指导公共卫生实践。在国家层次上建立

明确的流感流行季节和流行强度级别的阈值可以及时

指导启动公共卫生防控措施，如提高预防意识、提高

防控措施级别以及分配卫生资源等。许多国家已经使

用了不同的方法对流感的流行季节进行预测，如：

目测法（visual inspection）预设常量值法（pre-

set	constant	values）以及移动流行法（the	moving	

epidemic	method）等8,14–16

近期研究结果显示，柬埔寨使用世界卫生组织

推荐的一种简单方法来建立流感的季节性阈值和大流

行预警阈值，以更好地为公共卫生决策者制定流感防

控策略提供依据17。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方法不仅能

够用于监测季节性流感的流行强度，也可用于监测潜

在的流感大流行的流行强度。2009年流感大流行中我

们吸取的教训是：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大部分国家都

没有做好评估轻度流感大流行严重程度的准备，因此

柬埔寨利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方法确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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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诊的门诊病人数，（2）流感样病例数，（3）从流感

样病例采集的标本送实验室检测数，（4）采集的标本

中流感病毒阳性数。使用2010年第18周至2014年第17周

的数据来建立阈值，共867	 266名门诊病例，36	 885名

流感样病例，9136份流感样病例的标本，1482名实验室

确诊的流感病例。由于2009年发生了流感大流行，因此

建立阈值时未使用2010年第18周之前的数据。每周都计

算3个指标：（1）所有门诊患者中流感样病例的比例

（ILI比例），（2）ILI病例中实验室确诊流感病毒阳

性的比例（阳性比例），（3）ILI—流感的综合变量（

合成指标），即ILI比例和阳性比例的乘积，该指标由

Tay等提出19。

建立流感季节性阈值和预警阈值，对流行强度进
行分级

我们对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全球流感流行病学监测标准（WHO手册）中描述的

方法进行了一些调整，分别为上面提到的三个指标建立

了流感季节性阈值和预警阈值17（图1）。

首先，为了确定不同的阈值，我们先以周为单

位绘制了过去4-5年的流行病学曲线（图1a）；然后

我们找到这些年份中流感高峰季节所在周的中位数

（图1b）；接下来将各年度的流感高峰所在周在周中

位数处对齐（图1c）；最后通过计算这些年每周的算

术平均数,得出一条平均流行病学曲线，这条曲线显示

了流感流行季节的时间分布和数量范围（图1d）。

最终我们确定了4个级别的阈值：（1）季节性流

行，（2）中等流行强度，（3）高流行强度，（4）流

感大流行预警（图	 1e）。由于各个阈值与具体情况有

关，因此我们根据不同方法制定了一系列的阈值，包

括世界卫生组织指南中推荐的季节性流行及流感大流

行预警的方法17、Tay等人发表文献中提到的方法19、

还有经过关键利益相关者讨论后提出的阈值。最终的

阈值是基于国内外专家考虑技术性和可行性并经多次

深入讨论后达成一致意见确定下来的。

对于季节性阈值，因为我们假设流感的季节性

分布大约是半年流行季，半年非流行季，所以我们使

用整个研究期间内各周值的中位病作为流感季节的开

始17。对于中等流行强度的阈值，我们把它定义为高

流行强度阈值和季节性阈值之间的一个比较温和的水

平，我们探索地使用了研究期间流行季节（也就是高

于季节性阈值的那些周）的各周值的均值和中位数作

为阈值。高流行强度的阈值是指比季节性阈值平均水

平更高一些的值，我们比较了均数流行病学曲线和中

位数流行病学曲线的高峰值17,19。流感大流行阈值是

不能及时进行风险管理及沟通。按照国际卫生条例

制定委员会的建议，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制定流感大

流行严重程度评估（Pandemic	 Influenza	 Severity	

Assessment，PISA）框架18。如果要评价流感大流行

的严重程度，与历史数据的比较显得尤为重要。建立

流感预警阈值可以用来比较流感大流行期间和既往季

节性流感的数据。据我们所知，本文是热带/亚热带国

家中最早评估和利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方法来建立阈值

的研究之一。

方法

柬埔寨的流感监测系统

柬埔寨的流感监测系统有两个重要组成部分：(1)每

周的流感样病例症状监测，(2)流感样病例病人标本

进行流感病毒实验室检测。这两部分内容均来自流感

监测哨点。尽管柬埔寨还有一个急性重症呼吸道疾病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illness	，SARI）监测

系统，但由于该系统仅有近3年的数据，由于SARI病例

数量太少而无法进行阈值建立，因此未纳入到本研究。

本研究的研究期间从2009年第1周至2015年第25

周，共有8个监测哨点开展监测，包括4家卫生服务中

心（health	 centres，HCs），分别位于马德望、磅

针、贡布及蒙多基里省；此外，还有分别位于金边市

和暹粒省的两家儿童医院以及位于柴桢和茶胶省的两

家综合医院。并不是所有的哨点医院都能提供整个研

究期间内的数据，以下哨点仅提供了较短时间段内的

数据：磅针及蒙多基里省的卫生服务中心（提供了

2010年以后的数据），柴桢中心医院（提供了2009年

中期以后的数据），茶胶省医院（提供了2009-2012年

数据）。因此，研究期间的每个特定时间段内有大约

6-8个哨点医院提供数据。

流感样病例的定义为：不明原因突然发热（体温

>38°C），伴有咳嗽和/或咽痛。尽管由于监测方案

每年会有较小的调整导致每年采集的样本数量有所不

同，但是每个哨点医院每周大约会采集5-10份流感样

病例的鼻咽拭子。除马德望省外，所有的样本均在国

家公共卫生实验室和/或柬埔寨巴斯德研究所进行流感

病毒检测，马德望省由于检测设备在本省，因此不需

要送检。使用商售试剂盒进行病毒RNA提取，并按照标

准方案使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进行核酸

扩增12,13。

监测流感流行强度的数据来源和指标

从哨点监测系统的4个数据来源提取以下数据：（1）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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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图1b.

图1c. 图1d.

图1e.

A.	绘制过去4年或5年的流行曲线，X轴表示“周”，Y轴表示指标。

B.	找出过去这些年流行高峰周的中位数。

C.	移动各年份的流行曲线，使各年份的流行高峰周与步骤“B”中确定的中位高峰周对齐。

D.	计算每周的各年份平均值，并将各周的平均值绘制成平均流行曲线。

E.	确定阈值级别。

图1.	 世界卫生组织的4级阈值建立方法示意图（改编自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流感流行病学监测标准），该示意
图是基于柬埔寨2009—2015年流感样病例中流感病毒阳性比例的数据绘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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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性阈值

图2显示了对于流感阳性比例和综合变量这2个指标来

说，多数年份中每年只有一个流感流行季节（图2），

如果利用首周规则判断，大部分年份中季节性阈值会

被多次超过（表2）。尽管3个指标均显示出有一年出

现多个流行季节的情况，但是使用流感样病例比例这

个指标显示的出现流行季节的次数最多，而综合变量

这个指标显示的次数则最少。如果使用连续两周规则

判断，无论是哪个指标，都明显地降低了出现流行季

节的次数。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使用综合变量，那么

每年都显示只有一个流行季节。

大流行预警阈值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指南建议的方法17以及澳大利亚一

项研究中使用的方法19，我们探索了一系列的可信区

间和百分位数值，并采用了平均流行曲线高峰的90%可

信区间的上限作为大流行的阈值（图2）。对于流感

阳性比例和综合变量这2个指标来说，90%可信区间的

上限值一直高于第百分之90分位数或百分之95分位数

的值（数据未展示）。使用流感样病例比例这个指标

时，唯一1次超过大流行预警阈值的就是2009年发生的

流感大流行（表3）。

高流行阈值

本研究中使用了平均值流行曲线的最大峰值作为高流

行的阈值（图2），因为平均值流行曲线与中位数流行

曲线二者很接近，而且当纳入或不纳入2009-2010年流

感大流行年份数据进行敏感性分析时，结果显示当用

于确定阈值的数据年份较少时，使用平均值流行曲线

更稳定（资料未展示）。如果根据流感阳性比例及综

合变量来判断，2009年流感大流行尚未达到高流行的

阈值（表3）。

中度流行阈值

我们使用平均值而非中位数来确定中度流行阈值，是

因为使用平均值能更好地显示低流行强度和中等流行

强度之间的各周的分布（图2）。按照流感流行季节中

的数据分布，如果使用中位数确定阈值，则阈值会在

一个比较低水平，与季节性阈值非常接近，从而对于

实际操作的指导意义不大。

使用2009年流感大流行数据进行阈值的敏感性分
析，并将该阈值应用于2014-2015年的数据

最后，我们将2009年流感大流行的数据纳入重新计算

针对流行极其严重的季节，如流感大流行，我们计算

了各年峰值的95%和90%可信区间的上限以及第95位或

第90位百分位数17,19。基于上述4个阈值水平，流感的

流行强度被分为5个类别：（1）非流行季节，（2）低

流行季节，（3）中等流行季节，（4）高流行季节，

（5）大流行季节。

评估阈值

将2009年第1周到2015年第25周的三个指标的值分别

绘制在标有阈值的图中。当指标的值超过季节性阈

值时意味着流感季节开始，如指标值降到季节性阈

值以下则标志着流行季节结束。我们使用每年季节

性阈值被超越的次数来评估季节性阈值的准确性，

根据以往的数据认为柬埔寨每年只有一个流感流行

季节10,12,13，如果出现多次的流感流行季节，则被认

为是“假警报”。我们还比较了两种传统的判断流

感季节开始的方法：首周规则，当指标值超过阈值

的第一周即认为是流感流行季节已经开始；连续两

周规则，当指标值连续两周超过阈值时，认为是流

感流行季节的开始19。在敏感性分析时，我们加入了

2009/2010年度的数据重新计算了阈值，以估计那一次

流感大流行对指标和阈值的影响程度。2014年第18周

以后的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因为这个数据未

被用来计算阈值，所以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数据对阈值

进行评估，实际应用中也是这样。

伦理学声明

流感样病例监测系统和流感监测系统是由柬埔寨卫生

部组织建立的公共卫生活动，已通过柬埔寨国家伦理

委员会批准。本研究未纳入可能含有个人识别信息的

数据。

结果

比较不同指标以监测流感流行强度

根据2009年-2015年的数据计算3个指标进行绘图，ILI

病例所占比例显示了每周之间变异很大，且无明显的

季节性；但是使用流感阳性比例以及综合变量作图则

能显示出明显的季节性，多数年份（5/6）的高峰季节

为10-12月（图2）。

季节性阈值和流感大流行阈值以及流行强度分级
的建立和评价

建立了4个级别的阈值（表1），定义了5类流行强度

（表2）。每个阈值是基于下列描述的标准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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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以检验纳入该数据后是否对这三个指标确定

的阈值造成影响。结果显示，当纳入2009-2010年数

据时，用流感样病例比例这个指标确定的阈值明显升

高（图3），而用另外两个指标确定的阈值则变化不

大。2014年18周以后的监测数据在确定阈值时没有被

纳入，当把建立的阈值应用到2014年18周以后的数据

时，情况也类似（表2和图2）。

讨论

本研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方法建立流感季节性流行

阈值以及大流行预警阈值，我们针对3个现成的指标探

索了一系列的阈值，并最终为柬埔寨建立了具有可操

作性的流感阈值。在国内外相关人员共识的基础上，

确定了4个流感流行强度的阈值，以此界定流感季节

的开始，以及不同的流感流行强度：低、中、高和大

流行。

在比较不同指标对监测流感流行强度的作用时，

我们发现基于症状的流感样病例比例这个指标未能显

示出明显的季节性。但是，流感病毒阳性比例和综合

变量这两个包含实验室信息的指标则显示出在柬埔寨

通常每年有一个流感流行季节。另外，在整个研究期

间，如果使用连续两周规则判断流感流行季节的开始

时间，综合变量这个指标的误判最少。

使用2009年流感大流行数据进行阈值敏感性分

析，结果显示仅对流感样病例比例这一指标影响较

大。2009年大流行期间流感样病例比例的明显增加可能

是因为公众意识增强所致，更多的流感样病例去医院

就诊和/或医生更倾向于将病人归为流感样病例，而实

际上并非是发病率的真正增加。实际上，在2009年流感

大流行期间，柬埔寨甲型流感病毒(H1N1)pdm09仅占所

有流感病毒型别的1/3（数据未展示）。这些发现进一

步证实了包含实验室检测结果的指标和阈值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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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的比例（阳性比例）（3）流感样病例比例与阳性病例的乘积（综合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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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数量和分布足以描述季节性特征以及建立阈值。

其次，哨点监测系统包括公立医院及卫生服务中心，

但并不包括私人诊所，因此可能不能代表柬埔寨的全

人群。为更全面了解全国的流感疾病负担，下一步

开展一些专项调查如卫生资源利用调查尤为重要。最

后，由于受到样本量的限制，本研究中将儿科与非儿

科数据合并起来进行阈值的确定，而通常儿科流感病

毒阳性比例要高于其他人群；但是，儿科和其他科的

监测数据显示每年的季节性趋势相似（数据未展示）。

总之，为评估流感流行强度，在解释阈值时需要与其

他信息如流感病毒亚型和其他指标进行综合考虑。

本研究结果具有实际的公共卫生意义，一旦确定

了指标、阈值和分级，我们就可以实施具体的公共卫

生行动21，例如当监测数据超过阈值时即可启动风险沟

通。柬埔寨的公共卫生人员和公众对流感的了解仍然很

少,关于流感季节性的信息才刚刚出现。因此，根据本

研究结果，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卫生部需考虑提高医务人

员和公众的认知：（1）流感的一般知识及其季节性，

（2）预防措施如呼吸道预防和手卫生等，(3)	预防抗生

素滥用。我们考虑通过多种渠道传播这些信息，如新闻

稿，互联网，海报和国家呼吸系统疾病和流感通报等。

从长远来看，季节性阈值将有助于判断接种流感疫苗的

时间10,11,21，由于热带地区流感流行季节开始的时间变

本研究结果显示综合变量是一个比较实用的指

标，可能是由于该指标同时考虑了症状监测和实验室

检测两方面的内容，所以该指标对于判断流感病例的

真实增加具有较高的特异性。例如，2009年流感大流

行期间流感样病例比例非常高，但是流感病毒阳性比

例却较低，这时综合变量这个指标就能更好地解释这

种情况。同样，当流感病毒阳性比例高而流感样病例

比例低时，综合变量比单独使用流感病毒阳性比例更

为保守，从而减少假阳性误判。此外，当实验室检测

样本数量有限或较少时，可能会导致流感病毒阳性比

例波动较大，这时将症状监测的数据考虑进来就更具

有实用性了。

最后，本研究中提出的5种流行强度可应用于PISA

框架公约中的季节性流感及潜在流感大流行18。而综

合变量由于能够考虑到大流行期间潜在的公众意识提

高、就医行为增加及报告增加等因素，因此对于评估

流感大流行尤为实用。因为柬埔寨是受到人感染禽流

感病毒影响的国家之一，因此该国对流感大流行的应

对准备对本国和国际流感防控尤为重要20。

本研究具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评估的数据仅来

自每个监测点每周5-10份标本，而且整个研究期间，报

告数据的监测点数量在6-8个之间波动。尽管如此,	 数

表1.	 不同阈值对应的3个指标的值，3个指标分别为：（1）门诊病例中流感样病例的比例（ILI病例比例）
（2）流感样病例中实验室确诊流感病毒阳性的比例（阳性比例）（3）流感样病例比例与阳性病例的
乘积（综合变量）。

阈值级别 流感样病例比例	(%) 流感阳性比例	(%) 综合变量	(%)

季节性 4.1 13.2 0.5

中度流行 5.0 28.2 1.4

高流行 6.3 56.0 3.0

大流行 7.3 78.6 4.1

*	从每年第18周到下一年第17周

**	起始或终止于超过阈值的第一周时

***	起始或终止于连续2周超过阈值时

表2.	 对三个指标分别2009-2015年各周值的中位数作为季节性阈值，使用首周规则或连续两周规则得到的每
年流行季节的次数。3个指标分别为：流感样病例比例，流感阳性比例和综合变量。

	 流感样病例比例 流感阳性比例 综合变量

流行季节* 首周** 连续两周*** 首周** 连续两周*** 首周** 连续两周***
2009/2010 5 2 3 1 2 1

2010/2011 7 3 1 1 1 1

2011/2012 6 2 4 1 1 1

2012/2013 7 2 3 3 3 1

2013/2014 9 4 6 1 6 1

2014/2015 10 5 3 1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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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热带和亚热带国家有一些独特的流感流行特

征9–11,27,29：（1）每年的季节性流行的开始时间和高

峰时间会有很大不同；（2）季节性流行的开始时间更

平缓；（3）流行季节与非流行季节在流行幅度上差别

不明显。本研究也观察到这些特征（图2）。因此在这

些地区根据合适的指标设置明确的阈值具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可以有效和高效地支持常规公共卫生沟通和

资源分配21。除了各级卫生部门的领导，来自WHO、美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其它组织的全球共同努力也

支持了在非温带地区很多资源有限的国家建立全国流

感监测系统10,11,21–34。我们相信现在正是最大程度利

用流感监测数据的时候，为国内和全球公共健康评估

和响应等活动提供依据。

本研究发现使用包含实验室信息的两个指标能够

展示柬埔寨流感的明显季节特征，从而确定了不同流

行强度的阈值和级别。包含症状和实验室数据的综合

变量对于判断流感开始流行的时间特异性最好，而且

在监测流行强度时也最有效。这种级别分类不但可以

评估季节性流感，而且也能评估潜在的流感大流行，

有利于国家流感大流行的准备。本研究结果对热带、

亚热带以及资源有限的国家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

化较大，因此有必要持续评估流感疫苗的接种时间。

虽然一个国家的经验不具有普遍性，但我们的研

究结果对于全球流感防控提供了新的思路，尤其是对

热带和亚热带国家。首先，在热带和亚热带国家，ILI

症状监测可能不是监测流感流行强度的合适指标。但

是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等温带地区国家通常使用ILI

这个指标监测流感流行强度14–16,19。在热带和亚热带

地区，由于多种可导致急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原常年

流行，因此ILI病例缺乏明显季节性可能是该地区的特

点8–11,21–32。近期一些有实验室检测数据的研究显示，

在绝大部分国家包括非温带国家，流感具有明显的季

节性，因此建议使用流感病毒阳性比例以及综合变量

来评估流感流行强度8–11,21–32。另外，我们的研究结果

显示综合变量对于评估流感流行比较实用，这一点与

澳大利亚温带地区的研究结果一致19，该结果强调了使

用多种信息来源指导评估的重要性。考虑到柬埔寨及

其它热带和亚热带国家相似的监测系统21–28，我们的

方法可能也适用于这些国家。

柬埔寨全国共有8个哨点，每星期约收集35份

样本，这足以描述流感的流行强度。此外，文献

流行季节** 非流行季节
	(周)

低流行
(周)

中度流行
	(周)

高流行
	(周))

大流行
	(周)

流感样病例的比例
2009/2010 21 9 15 4 3

2010/2011 25 15 12 0 0

2011/2012 21 17 14 0 0

2012/2013 36 8 7 1 0

2013/2014 29 16 7 0 0

2014/2015 27 16 9 0 0

流感阳性比例
2009/2010 26 18 8 0 0

2010/2011 26 14 12 0 0

2011/2012 28 11 9 4 0

2012/2013 29 13 10 0 0

2013/2014 27 15 7 3 0

2014/2015 38 7 6 1 0

综合变量
2009/2010 25 14 13 0 0

2010/2011 25 16 11 0 0

2011/2012 25 15 10 2 0

2012/2013 33 10 9 0 0

2013/2014 28 14 8 2 0

2014/2015 38 9 5 0 0

*	对于季节性流行，是根据是否连续两周超过阈值判定的，对于其他流行强度，则是按照第一周超过阈值判定的。

**	每年第18周开始持续到下一年度的第17周

表3.	 根据三个指标判断的2009—2015年流感季节中不同流行强度*的持续周数，三个指标分别为流感样病例
的比例，流感阳性比例和综合变量



WPSAR Vol 8, No 1, 2017  | doi: 10.5365/wpsar.2017.8.1.002 www.wpro.who.int/wpsar8

Ly等利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方法确定柬埔寨流感流行的阈值

参考文献

1. Fact sheet on Influenza (seasonal).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
zation; 2014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211/
en/, accessed 31 December 2016).

2. Molinari N-AM, Ortega-Sanchez IR, Messonnier ML, Thompson 
WW, Wortley PM, Weintraub E, et al. The annual impact of sea-
sonal influenza in the US: measuring disease burden and costs. 
Vaccine. 2007 Jun 28;25(27):5086–96.

3. Lafond KE, Nair H, Rasooly MH, Valente F, Booy R, Rahman M, et 
al.; Global Respiratory Hospitalizations—Influenza Proportion Pos-
itive (GRIPP) Working Group. Global role and burden of influenza 
in pediatric respiratory hospitalizations, 1982–2012: A System-
atic Analysis. PLoS Med. 2016 24 Mar;13(3):e1001977.

4. Cheng PY, Palekar R, Azziz-Baumgartner E, Iuliano D, Alencar AP, 
Bresee J, et al. Burden of influenza-associated deaths in the Amer-
icas, 2002–2008. Influenza Other Respir Viruses. 2015 Aug;9 
Suppl 1:13–21.

5. Ng S, Gordon A. Influenza Burden and Transmission in the Tropics. 
Curr Epidemiol Rep. 2015;2(2):89–100.

6. Simmerman JM, Uyeki TM. The burden of influenza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 review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iterature. Influ-
enza Other Respir Viruses. 2008 May;2(3):81–92.

利益冲突

无。本文作者与本研究的主题或内容无任何组织、机

构、财务、政治或个人利益方面的关系。

经费支持

无。

致谢

感谢哨点医院和卫生服务中心、柬埔寨国家公共卫生

研究院、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驻柬埔寨办事处等机

构对流感样病例监测和流感监测系统的大力支持；感

谢Kazunori	Oishi、	Tamano	Matsui、	Nobuo	Ohta和

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本科生海外学习奖学金对柬埔寨流

感阈值建立项目的支持。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5

20
09

20
10

20
11

20
12

20
13

20
14

20
15

年份  

 

0

1

2

3

4

5

6

7

8

9

20
09

20
10

20
11

20
12

20
13

20
14

20
15

流
感
样
病
例
比
例
 (
%)

综
合
变
量
 (
%)

 

年份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20
09

20
10

20
11

20
12

20
13

20
14

20
15

流
感
病
毒
阳
性
比
例
 (
%)

 

年份  

高度流行阈值
（不包括2009/2010数据） 

 
中度流行阈值
（不包括2009/2010数据）

 

指标

大流行预警阈值
（不包括2009/2010数据） 

季节性流行阈值
（不包括2009/2010数据）

高度流行阈值
（包括2009/2010数据）

中度流行阈值
（包括2009/2010数据）

大流行预警阈值
（包括2009/2010数据）

季节性流行阈值
（包括2009/2010数据）

图3.	 纳入/不纳入2009年流感大流行数据时，根据3个指标建立阈值的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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