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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节性流感作为一种急性病毒性呼吸系统

疾病，每年的季节性流行都会给全世界

各年龄组人群带来严重的健康负担。1 此

外，在动物间循环的人畜共患的流感病毒偶尔也会导

致人类感染。流感是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开展地区监测的重要疾病，

在西太区近年来已经有过多起人畜共患流感病毒的

报道。2 WHO西太平洋地区通过使用多种来源的监测

信息，支持开展流感的有效风险评估。然而，将不

同来源的信息和数据汇总起来分析是具有挑战性的工

作。日常工作经验显示，在线可视化和分析工具有

助于综合和传播各种来源的数据，以用于风险评估

和公共卫生行动。在此，我们介绍一种由WHO西太平

洋区域办事处设计的数字化信息展示系统（Digital 

dashboards）以共享地区的流感监测数据。

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流感监测系

统，对流感病毒进行持续的流行病学和病毒学监测。3 

从监测系统收集的数据被定期分析，用于监测流行趋

势、评估风险、计划干预以及分配资源。4 近年来，很

多低、中收入国家也建立了流感症状监测系统，作为

流行病学和病毒学信息的数据库资源。5

W H O 的 全 球 流 感 监 测 和 应 对 系 统

（Global Influenza Surveillance and Response 

System，GISRS）收集并分析流感病毒的流行株，用于

疫苗株成分的推荐、开展风险评估以及监测抗病毒药

物的易感性。6 在西太平洋地区，GISRS包括21个国家

流感中心（National Influenza Centres，NIC），它

们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在各自国家中分别采集不同

来源的呼吸道标本。然后NIC将病毒学数据上传到一个

公开的网络为基础的流感病毒学监测网络（FluNET），

这个网络是WHO在1997年开发的。最近，WHO又开发了

FluMART，这是一个全球数据共享平台，将各个国家的

流感流行病学数据和FluNET中的病毒学数据整合到一

个全球数据库中。尚需要进一步努力来分析和分发这

些常规收集的数据，以便为政策提供服务和采取公共

卫生行动。

互动式、以网络为基础的监测报告平台允许用户

及时获取由国家监测系统所收集的疾病信息，并可以

动态地浏览这些数据，以满足其特定的分析需要。7 包

括WHO各办事处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内的很多机

构都已经开发了分发流感监测信息的平台。8-10 为了加

强亚太新发传染病战略（Asia Pacific Strategy for 

Emerging Diseases and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下的区域信息共享和使用多渠道信息开展风险评估、11 

以及进一步扩大流感大流行防控框架合作贡献实施计

划（Pandemic Influenza Preparedness Framework 

Partnership Contribution Implementation Plan）

下的全球合作，WHO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开发了一套在

线互动式流感信息展示系统 。12 该系统可以把实验室和

流行病学数据、国家监测系统信息、以及根据国际卫

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IHR）

报告的人感染禽流感病毒A(H5N1)，A(H5N6)和A(H7N9)

的数据合并到一起，所以能够总结全部的流感流行活

动和该地区的监测能力（图1）。该网站允许公开访

问，可以与国家、地区、全球等不同级别的用户进行

交流。信息的分发可以支持风险评估，从而缩小从监

测到采取公共卫生行动之间的差距。

为了开发这个展示系统，使用模拟数据并通过

Tableau 9.0 软件（Tableau，西雅图，华盛顿）设计

了一个概念性模型，在2015年8月的一个区域流感论坛

上与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共享，并通过在线问卷和讨论

等方式获得利益相关者的反馈，并根据反馈信息进行

了相应的调整。向各个成员国发送了一份数据请求，

用于各国收集国家监测系统的信息和流行病学数据，

以便纳入WHO数据库。在参与者的合作努力下，成功建

立了一个试站点，并在2016年正式公开启动前呈献给

各关键利益相关者。

区域的流感信息展示系统包括了独立的显示界

面，每个界面可以通过互动式地图、图形和表格展示

季节性流感和禽流感数据（图1）。目前有35个国家和

地区提供了监测系统信息，有15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

病毒学数据，28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流行病学数据。

使用数字化信息展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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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器兼容效果较好，但是如果计算机运行的是旧版本

浏览器如Internet Explorer 8, 9和10时，可能就无

法显示。由于各国在报告数据的频率、监测方法、病

例定义以及每个监测点报告的连续性等方面都存在差

异，因此在不同年份、或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比

较时必须谨慎行事。此外，可持续性也是采用新技术

和创新技术方面的一个难点，但是已经采取了一些措

施来解决这一问题，包括有效地利用可以和显示系统

关联的现有的全球和地区的数据库，并保证WHO成员国

无重复的数据输入。

西太平洋地区的流感信息展示系统将有助于利用

越来越多的病毒学和流行病学监测数据作为公共卫生

行动的依据。该系统不仅展示了该地区的数据，同时

人感染禽流感A(H5N1)、A(H5N6)和A(H7N9)的基本流行

病学信息也在该系统上有显示。该平台还能根据使用

者特定需求创建所需的图形并可直接下载。例如，用

户可以比较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或者该地区不同国

家之间的季节性流感活动的情况，包括流感样疾病或

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数、死亡数和阳性病毒学标

本数等。此外，用户还可以在省一级层面上绘制特定

时间段内人感染禽流感病例的分布地图，以显示出疾

病随时间传播的情况。该系统还可以为用户提供国家

监测信息的链接，还有每两周发布一次的监测报告的

链接。

目前流感信息展示系统仍处于早期运行阶段，仍

存在一些局限性。虽然Tableau软件与较新版本的浏

这个示意图展示了地区流感信息展示系统的4个数据来源，数据储存在这个系统中并在相应的显示板上有显示。国家流行病学和病毒学数据储存在全球WHO数据
库FluMART中，显示在季节性流感和国家概况显示板中。国际卫生条例各成员国报告的人感染新型流感病毒的病例信息储存在地区WHO数据库中，在禽流感显示
板中显示。每一个成员国通过问卷报告的国家监测系统的信息储存在地区数据库中，在国家概况显示板中显示。

图1.	 地区流感信息展示系统数据来源和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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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支持一些能力有限的国家保持国家级报告平台的能

力。该系统通过连接不同的信息来源，形成一个地区

级的系统，能够作为一个操作中心为风险评估和制定

决策提供服务。面对流感大流行，区域的流感信息展

示系统可以提供风险评估的基线信息以及实时的监测

信息。将来进一步发展，还会有利于纳入动物部分的

数据以及诸如来自 WHO-UNICEF 联合报告中的疫苗监

测的信息，这样就可以将不同的信息资源整合到统一

的平台中，可以更好地开展区域的风险评估。通过开

发类似的展示系统也可以加强该地区其他重点疾病的

监测和评估。将来，通过特定重点疾病信息平台的连

接，还可以对各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卫生进行全面的掌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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