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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

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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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会议  

2004 年 12 月 6 日至 10 日，日内瓦   

专家会议   

2004 年 7 月 19 日至 30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5 

传染病疫情监测 

中国代表团提交  

 

1.  在全球化不断发展和深化的今天，传染病流行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健康安全

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生物恐怖活动也对全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解决上述问题离

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下称“公约”）在全面禁止和

彻底销毁生物武器、防止生物武器扩散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专家组会是各

国在多边框架内探讨加强公约有效性的重要论坛，有助于缔约国互相交流经验，并

根据本国国情制定或进一步完善履约体系，共同促进公约的全面、有效实施。  

2.  中国在传染病疫情监测方面的做法和建议如下：   

一、 中国的做法 

（一）关于人类传染病疫情监测 

3.  在人类传染病疫情监测方面，中国先后颁布了《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

办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

息报告管理办法》、《“非典”疫情监测报告实施方案》及《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

干规定》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中国力争用三年的时间，基本建立起覆盖城乡、

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医疗救治体系。中国十分重视疫情监测，设有报告

制度，将有关工作纳入了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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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人类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的原则是：坚持依法管理，分级负责，快速准确，安

全高效。在机构职责划分方面，卫生部对全国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并严格规定了报告时限，如对于《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甲类传染病、“非典”和某些

乙类传染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或疑似病人，要求城镇在 2小时以内、农村在 6小时内通

过监测信息网络系统向上级报告。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按照专业分工，承担各自责任范

围内的疫情监测、信息报告与管理工作，县级以上的医疗卫生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已

实现了计算机网络直报。中国规定，接到报告的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立即组织力量对

报告事项调查核实，判定性质，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并及时报告调查情况。此外，中国

对疫情信息管理、疫情现场调查等方面也都有严格的规定。  

5.  在疫情通报和公布方面，卫生部负责通报和公布全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

病疫情，同时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发布辖区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和传染病疫情。  

（二）关于动物传染病疫情监测 

6.  中国幅员辽阔，动物饲养量大，饲养水平参差不齐，动物疫情监控难度大。为做

好动物疫情监控工作，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动物免疫标识管理办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动物疫情报告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部分动物疫病防检方面的技术规范，建立了各级国家动物检、防

疫体系。为进一步科学、全面、准确地开展动物疫情测报工作，2002 年，中国颁布了《国

家动物疫情测报体系管理规范》，对动物疫情监测对象、方式、报告、管理等都做了严格

规定。目前，中国已基本建成完整的动物疫情监测体系，其中主要包括： 

1) 国家疫情直报系统。省级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地方动物疫情测报站、边境动

物疫情测报站负责监测动物疫情，一旦发现疫情，直接向国家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

中心报告。 

2) 国家疫情层级报告系统。各地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动物疫情监测工作，发现疫情

后，由县、乡逐级上报到国家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3) 动物疫情专业实验室报告系统。国家参考实验室、区域性专业实验室以及科研院校

的动物疫病专业实验室协助收集动物疫情信息，一旦发现疫情信息，直接向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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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报告。 

（三）关于植物传染病疫情监测 

7.  中国是农业生产大国，为了加强对农业植物疫情的防治，中国先后颁布实

施了《植物检疫条例》、《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

检疫危险性病、虫、杂草名录》等法律法规，并制定了一系列的疫情监测标准。同

时，中国政府正准备将《国际植物保护公约》中的《监视准则》、《确定某一地区

的有害生物状况》、《有害生物报告》等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转化为国内标准。 

8.  为了保护农业生产安全，降低有害生物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危害，促进农产

品贸易，保证人民生活和身体健康，中国政府建立起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

植物疫情调查、监测和控制机制，多次组织进行全国农林植物有害生物疫情普查工

作，有效地控制了检疫性有害生物的传播和蔓延。 

二、中国的看法和建议 

（一）疫情监测通过及时发现、分析、报告、公布疫情有关信息，使有关人员能尽快

了解情况，及早制定主动监测方案，采取防范措施并对疫情做出迅速反应，也有利于科研

人员明确工作重点和研究方向。疫情监测的根本目的是预防和控制疾病的流行，同时对防

范生物恐怖袭击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各国疫情监测机制是全球疫情监测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

今天，各国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自身疫情监测机制，对于加强全球应对传染病疫情的能力

也具有重要意义。 

就疫情监测机制而言，法律法规是依据、人员和机构是基础、资金和技术是保证。各

国可以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建立切实有效的疫情监测机制，从而加强本国应对传染病疫

情的能力，造福本国人民。 

（三）国际社会应积极开展和不断深化在疫情监测领域的合作。应继续保持、加强和

完善疫情及防治措施通报机制，及时通报疫情，加强彼此磋商、协调和信息交流；继续加

强技术合作与人员交流，相互分享防治经验和研究结果；有能力的国家应在平等、协作、

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通过技术交流、人员培训、资金支助、国际及地区性研讨会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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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其他国家提供帮助。 

（四）缔约国应积极开展与相关国际组织的合作。多年来，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

农组织、国际兽疫局等政府间国际组织在疫情监测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缔约国可继续加

强与上述国际组织的协作，充分利用它们现有的资源和成果。缔约国可在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兽疫局等相关标准的基础上，讨论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疫情监测标准和最佳操作规

范。上述国际组织可向执行有关标准和规范有实际困难的国家提供技术、资金、信息等方

面的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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