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甘肃省法定传染病网络直报质量督导和漏报 

调查方案（2011年）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1年4月  



  2

目 录  

一、背景.................................................1  

二、目的.................................................1  

三、调查对象.............................................1  

四、调查内容和方法.......................................2  

五、调查现场的选择.......................................3  

六、组织与实施...........................................4  

（一）人员安排...........................................4  

（二）日程安排...........................................5  

（三）调查准备...........................................5  

七、附件及附表...........................................6  



  3

一、背景  

    我省自2004年建立了统一高效的法定传染病疫情监测与网络报告系统（简称

“网络直报系统
1
”），传染病监测管理工作进入崭新阶段。定期对传染病网络

报告质量和管理情况进行评价是保障全省传染病报告及时、准确和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措施。目前我省对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的评价主要集中在报告质量和报告管

理上，尚没有对整个报告系统进行全面、系统地评价，为此省CDC参照中国CDC

《全省法定传染病网络直报质量督导和漏报调查方案（2011年）》，同时结合我

省实际和既往督导评价工作基础，组织专家讨论设计了本次现场调查方案，为进

一步完善我省法定传染病直报系统，提高传染病报告质量提供依据。  

二、目的  

通过现场调查收集相关数据，对网络直报系统组织管理、报告数据质量和系

统功能属性等方面开展评价，为进一步完善网络直报系统，提高全省传染病监测

数据质量奠定基础。  

三、调查对象  

（一）有关市（州）、县（区）CDC和医疗机构。  

（二）有关市（州）、县（区）CDC和医疗机构中从事传染病诊疗、网络报

告和疫情监测相关人员，主要包括从事传染病临床诊断、治疗、网络直报与传染

病常规监测的具体业务人员和管理人员。其中网络直报与常规监测具体业务人员

指传染病报告卡收集、整理、填报、审核与确认，常规疫情分析、报告与反馈，

疫情管理与网络直报技术培训、督导检查，直报系统基本编码维护与管理等人员；

网络直报与传染病监测管理人员指以上业务工作的分管主任/院长、科室主任/

科长等。 

四、调查内容和方法  

（一）传染病监测和报告业务管理 

对CDC进行调查。 

1、是否建立对异常监控信息的快速反应流程：动态监视本辖区报告传染病

疫情信息，及时完成报告卡的审核、查重等各项工作；重点建立对异常监控信息

的快速反应流程，包括快速对异常信息确认、处理应对等环节，以书面监控记录

及相关的检查核实报告为准。异常信息主要包括甲类及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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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可能的传染病暴发与流行、不明原因肺炎以及本地罕见传染病或其他不明原

因发病、死亡等。 

1 

不仅包括基于网络和IT技术的中国传染病监测报告系统平台（简称“平

台”，即通常所说的“大疫情系统”，传染病专报系统和症状监测系统不在评价

范围内），还包括与传染病网络报告相关的人、财、物和管理系统。  

2、传染病网络直报质量管理 

（1）定期或不定期对辖区传染病零缺报情况、报告及时性、审核及时性、

重复报告等质量进行检查核实与综合评价，查找原因并提出改进措施（以文字资

料为准）。 

（2）传染病网络直报质量综合指数率，以传染病直报系统最近三个月的评

价数据为准。 

3、传染病监测资料分析利用与反馈 

（1）是否开展传染病监测资料周、月、年常规分析；当发生传染病暴发流

行或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是否开展相关的流行病学分析、日分析或专题分

析报告等。 

（2）是否及时将常规各项分析报告向辖区报告单位进行反馈（以实际可查

的反馈形式为准，如正式发文或网络直报系统反馈）。 

4、传染病网络直报质量督导检查开展情况 

2010年度是否开展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报告与管理工作检查与评估，对医院

传染病报告管理质量进行督导检查。要求有方案、检查原始记录、发现的主要问

题及提出改进措施与建议等总结文件。针对所发现的问题是否开展二次督导检

查，以文字资料为准。 

2010年度是否开展与传染病网络直报有关的专题调研，以及过去两年对同

级、下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传染病报告管理督导覆盖情况，要求有调研方案及总结

等文档记录。 

2010年度是否对同级、下级医疗卫生机构进行技术指导。对下级在传染病报

告、管理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及时给予解决或答复，对在实际工作中发现的问

题，及时指出并督促整改。要求以电话或其他书面记录为准。 

5、培训下一级专业技术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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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对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监测资料分析利用、网络直报系统数据

统计规则等业务技术培训工作开展情况，包括对下一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以及属

地医疗机构相关人员。要求有相关资料和培训会议文档记录。请注重培训知识与

内容的更新，要求及时将卫生部下发的有关文件进行培训落实。 

6、网络直报设备配置和经费情况 

网络直报专用台式电脑及笔记本电脑（带无线上网卡）、激光打印机、疫情

专用电话。 

对市、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检查结果均记录于附表1-1。 

（二）网络覆盖和报告情况  

对CDC进行调查。内容包括2010年辖区责任报告单位总数、具备网络直报条

件单位数和实际有传染病报告单位数。  

责任报告单位中的医疗卫生机构包括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和乡镇卫生院，含

规模相当于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或乡镇卫生院的民（私）营医疗机构、企事业单

位所属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统计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数和乡镇卫生

院数，了解以上单位是否具备网络直报条件，以及2010年度是否报告传染病病例。  

调查方法：参考2010年编码维护相关数据，被调查市（州）CDC按要求收集

辖区网络直报单位情况，填写附表1-2。各被调查市（州）CDC组织县级CDC对辖

区未报告病例的单位进行未报告原因调查，完成未报告原因的填写，将结果汇总

在附表1-3中，省级调查组到达现场后对该市（州）调查资料进行核实。  

（三）报告质量情况  

对医疗机构进行调查。报告质量主要指监测数据的完整性、及时性和准确性，

包括传染病报告率、及时报告率，纸质报告卡填写的准确率和完整率、纸质报卡

与网络报卡信息一致率、报告病例诊断准确性。  

纸质报告卡填写完整、准确定义为：纸质传染病报告卡上关键字段信息，包

括病例姓名、性别、年龄、职业、现住详细地址、疾病名称、发病日期、诊断日

期、病例分类、死亡日期（针对死亡病例）、填卡日期、报告单位和报告人。学

生和幼托儿童的工作单位（学校、班级和年级），其填写无缺失计为完整；其填

写与门诊日志或出入院登记簿信息完全一致计为准确；其填写与网络报卡信息完

全相同计为一致。  



调查方法：本次报告数据质量调查选择乙肝和麻疹开展。分别在每家被调查

医疗机构抽取2010年5月1日-10月31日诊断的乙肝（首诊）和麻疹病例各40例（其

中门诊20例、住院部20例，病例尽量分布在各个月份，每个月大概8例，不足的

全部调查），包括疑似、临床和实验室诊断病例，填写附表2-1和附表2-2。核对

其纸质报告卡和网络报告信息，计算报告率、及时报告率，纸质报告卡填写的准

确率、完整率、与网络报告信息一致率（仅查乙肝），记录实验室诊断情况，并

根据卫生部相关诊断标准判断病例诊断的准确性。在完成附表2-1和附表2-2的基

础上，获得实验室和临床诊断病例数、重复报告数、错误报告数和不确定数，完

成附表2-4。  

注意事项如下：  

（1）住院病例需查阅病案资料，填写病例的发病日期、诊断日期。  

（2）实验室诊断情况查阅院内实验室检测记录。  

（3）复印所有被查乙肝和麻疹纸质传染病报告卡。  

（三）传染病漏报调查 

对医疗机构进行调查。评价指标包括：传染病报告率、传染病及时报告率、

纸质报告卡填写信息准确率、完整率、纸质报告卡填写与网络报告信息一致率。 

检查方法：查阅2010年5-10月门诊日志、出入院登记本记录，核实传染病报

告情况；复印传染病报告卡，核实纸质报告卡填写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以及与

网络直报信息的一致性。 

（1）将查出病例与网络直报系统进行核对，系统内有记录，视为报告，否

则为漏报，并查明漏报原因或漏报环节。 

 

％
查出病例数

报告病例数
报告率＝ 100×

 

（2）诊断-报告的及时率 

计算报告卡生成时间与诊断时间之间的差值。 

报告及时卡片数：甲类及甲类管理的传染病两者差值在2小时内，乙、丙类

传染病差值在24小时内即判定为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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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查病例数

报告及时数
及时率＝ 100×

 

（3）卡片填写完整率、准确率 

查看报告卡中所有必填项目是否填写完全，缺、漏一项即为不完整；如果卡

片填写字迹不清，或有明显逻辑错误，或与门诊及住院登记信息明显不符，则认

为卡片填写不准确（填写不完整的卡片均为填写不准确卡片）。 

％
查卡数

填写完整卡片数
卡片填写完整率＝ 100×

 

％
查卡数

填写准确卡片数
卡片填写准确率＝ 100×

 

（4）医生填写报告卡片与网上录入报告卡片内容的一致性 

纸质传染病报告卡与网上录入的报告卡内容进行一致性比较（必填项目），

有一项不同即可视为不一致。 

％
查卡数

录入一致卡片数
录入一致率＝ 100×  

（5）病种：仅抽查急性传染病中的甲肝、菌痢、手足口病，麻疹的调查结

果合并计算。 

填写附表2-3。 

（四）系统功能属性  

该部分内容对从事传染病疫情监测和网络直报相关人员进行调查。系统功能

属性的调查主要包括系统有用性、简单性、完整性和稳定性，不同机构和人员调

查问卷有所不同，具体内容参见附表3-1、3-2和3-3。  

调查方法：根据人员属性采用独立匿名填写方式完成相应问卷调查。医疗机

构临床医生（门诊、住院部抽取与传染病诊断、治疗相关的临床医生5名，不足

则全部调查）用附表3-1；CDC和医疗机构所有从事传染病监测与网络直报管理人

员用附表3-2；CDC和医疗机构所有从事传染病监测与网络直报业务人员用附表

3-3。  

五、调查现场的选择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首先在全省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抽取1-2个

市州份，共计7个市州（占全省的50%），在每市州随机抽取1个城市区和1个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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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最后在每个区随机抽取1个街道，每个县随机抽取1个乡镇。 

在兰州市选择2家省级医疗机构；各市州选择2家市级卫生单位，分别为CDC、

市州综合或传染病医院；各区县选择2家区县级卫生单位，分别为区县CDC和区县

综合医院；各街道/乡镇选择1家街道/乡镇级卫生单位，合计每个市州抽取调查

单位8家（兰州市10家）。见附件1。  

六、组织与实施 

（一）人员安排 

本次调查分设3个组，每组3-4人，组长由省CDC科（所）长担任，组员由省、

市级CDC专家组成，要求集中统一培训并全程完成现场调查。分组及人员名单见

附件3。  

（二）日程安排 

工作日 检查单位 工作内容 

第1天 市州级卫生单位 
1、到达市级城市，简要介绍检查方案，明

确调查内容及日程安排； 

到各单位 场 查
第2天 区级医疗卫生单位 到各单位开展现场调查。 

第3天 县级医疗卫生单位反馈 
调查组对该市调查意见与建议集中反馈，

由组长负责。 

2011年4月24-30日，具体行程安排如表1（可结合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表1   现场正式调查行程安排（参考） 

 

（三）调查准备 

1、CDC  

（1）传染病监测与网络直报管理和业务人员；  

（2）2010年1月1日-12月31日本省传染病网络报告单位未报告情况调查表；  

（3）2010年5月1日-10月31日诊断的麻疹病例实验室检测结果。  

2、医疗机构  

（1）传染病诊断、治疗临床医生、传染病监测与网络直报管理和业务人员；  

（2）2010年5-10月门诊、住院部、实验室（化验室）、影像部门传染病登

记相关资料。  

七、附件及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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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 甘肃省法定传染病网络直报质量调查抽样地区及单位名称 

2. 全省法定传染病网络直报质量督导和漏报调查组人员安排（略，另传）  

表：1-1. 市、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督导检查用表 

1-2. 医疗卫生机构网络直报情况调查  

1-3. 医疗卫生机构未进行传染病网络直报原因汇总表  

2-1. 医疗机构乙肝个案信息登记用表  

2-2. 医疗机构麻疹个案信息登记用表  

2-3. 医疗机构其他传染病报告质量检查登记表 

2-4. 医疗机构病例调查汇总表  

3-1. 临床医生调查用表  

3-2. 传染病监测与网络直报管理人员调查用表  

3-3. 传染病监测与网络直报业务人员调查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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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   
甘肃省法定传染病网络直报质量调查抽样地区及单位名称 

 

市、州 县  区 CDC 县级以上医疗机构 社区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 

兰州 
城关区 

榆中县 

市及城关区、 

榆中县CDC 

兰大一院、省二院、市二院 

城关区和榆中县医院 

待定 

天水 
秦州区 

秦安县 

市及秦州区、 

秦安县CDC 

市一院 

秦州区和秦安县医院 
待定 

陇南 
武都区 

宕昌县 

市及武都区、 

成县CDC 

市一院 

武都区和成县医院 
待定 

武威 
凉州区 

民勤县 

市及凉州区、 

民勤县CDC 

市医院 

凉州区和民勤县医院 
待定 

金昌 
金昌市 

永昌县 
市及永昌县CDC 

市医院 

永昌县医院 
待定 

定西 
安定区 

渭源县 

市及安定区、 

渭源县CDC 

市医院 

安定区和渭源县医院 
待定 

甘南 
合作市 

夏河县 

州及合作市、 

夏河县CDC 

州医院 

合作市和夏河县医院 
待定 

 

 

 



表 1-1   市、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督导检查用表  单位名称：甘肃省         市（州）          县（区）CDC 
 

检查内容 检查项目 满分 评分原则 得分 

1.1 报告卡实时监测审核的频次：      次/天 10 分 ①无记录（含审核、查重浏览）：0 分；②有记录：5 分； ③2

次/天：8 分；④4次/天：满分 

 1.辖区传染病常规监测管理相

关工作（40 分） 

1.2 异常信息的快速反应机制与流程：①无 ②有 5 分 ①无：0 分；②有：满分  

1.3 异常信息实际快速处理工作记录：①无 ②有 5 分 ①无：0 分；②有：满分  

1.4 辖区按月开展传染病报告质量评价（以文字资料为准）：①无 ②有 5 分 ①无：0 分；②有：满分  

1.5 最近 3 个月的传染病报告质量平均综合指数           。 5 分 （100-平均综合指数）/100﹡满分  

1.6 本年度传染病疫情监测资料按照①日 ②周 ③月 ④年分析（可多选）；是否开展专题疫情

分析：①否 ②是 

5 分 ①年分析：1 分； ②月分析：1 分； ③周分析：2 分；④专

题分析：1 分 

 

1.7 是否及时将各种常规分析报告向辖区报告单位进行反馈： 5 分 ①无反馈：0 分； ②正式发文：3 分； ③网络直报系统反馈：

2 分 

 

①否 ②是；如是，正式文件：①无 ②有；网络直报系统反馈：①无 ②有 

2.2010 年度用于传染病监测

报告与管理的专项工作经费（5

分） 

2.1 专项工作经费：①无 ②有 5 分 ①无：0 分；②有：5 分  

2.2 如有，专项经费总额      万元，来源：①上级 ②本级 

3.1 2010 年度是否开展辖区内传染病报告管理督导检查：①否 ②是；如是，检查方案：①无 

②有；检查工作总结报告：①无 ②有；通报奖惩：①无 ②有；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是否进行

二次督导检查：①无 ②有 

15 分 ①无：0 分； ②有监测方案：3 分； ③有原始记录：3 分；

④有检查总结：4分；⑤有通报奖惩：4 分；⑥针对发现问题

开展二次督导检查：1 分 

 3.传染病报告管理督导检查与

评估（30 分） 

3.2 2010 年度是否开展专题调研：①否 ②是；如是，调研方案：①无 ②有；调研工作总结

报告：①无 ②有 

10 分 ①无：0 分； ②有调研方案：5 分； ③有调研总结：5 分  

3.3 2010 年度是否对下级进行技术指导：①否 ②是；如是，指导次数：      ，每次是否有

指导记录：①无 ②有；2009 年和 2010 年的督导覆盖率分别为        

5 分 ①无：0 分；②有指导工作记录：满分  

、         。 

4.1 2010 年度是否针对传染病网络直报管理等举办培训：①否 ②是     次；         接受

培训人次数为：      ；培训签到表：①无 ②有；培训总结：①无 ②有 

5 分 ①无：0 分；②有培训人员签到表：3 分；③有培训总结：2

分 

 4.传染病监测报告管理专业技

术培训（20 分） 

4.2 培训内容包括：①传染病防治法 ②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规范 ③卫生部近年下发的部分传

染病诊断防治相关文件 ④网络直报系统数据统计规则（可多选） 

10 分 ①有：2 分；②有：5 分；③有：2分；④有：1 分  

4.3 培训考核成绩：  ①无   ②有 5 分 ①无：0 分； ②有：满分  

5.1 专用台式计算机：①无   ②有        台 1 分 ①无：0 分； ②有：满分  5.网络直报设备（5 分） 

5.2 专用笔记本电脑：①无   ②有        台 1 分 ①无：0 分； ②有：满分  

5.3 笔记本电脑配置无线上网卡：①无  ②有      个 1 分 ①无：0 分； ②有：满分  

5.4 疫情值班电话： ①无   ②有 1 分 ①无：0 分； ②有：满分  

5.5 激光打印机：   ①无   ②有 1 分 ①无：0 分； ②有：满分  

被检查单位领导：                           检查人：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12



表 1-2   医疗卫生机构网络直报情况调查 

 
单位名称：甘肃省           市（州）          县（区 ）CDC 

完整性——网络覆盖率和报告率 

辖区责任报告单位总数          家，（2010 年编码维护时维护的所有机构）  

其中：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数           家，具备网络直报条件数          家，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进行网络直报数        家； 

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         家，具备网络直报条件数         家，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进行网络直报数家。                （注：包括规模相当于县级

及以上医疗机构或乡镇卫生院的民（私）营医疗机构、企事业单位所属医疗机构等）   

调查员：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表 1-3   医疗卫生机构未进行传染病网络直报原因汇总表 

地区：甘肃省          市（州）           县（区）CDC 

未进行网络直报的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数         家、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         家，未直报原因汇总： 
未直报原因分类 

县级及以上（家） 乡镇级（家） 

（1）无传染病诊断能力        

（2）有诊断能力但未诊治传染病病人        

（3）网络直报设备无法正常运行        

（4）无网络直报计算机        

（5）无网络        

（6）不通电        

（7）人员短缺        

（8）人员不会操作网络直报系统        

（9）不愿报告        

（10）其他原因，请填写            家，原因           家，原因 

调查员：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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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医疗机构乙肝个案信息登记用表 
 

甘肃省           市（州）            县（区）                    医院/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本院乙肝实验室诊断开展项目包括                    ①ALT/AST ②乙肝五项 ③抗-HBcIgM ④HBV DNA ⑤均未开展（可以多选） 
 

纸质报告卡信

息与网络报告

信息是否一致

(15) 

不一致字

段信息 

(16) 

纸质报告卡

填写是否准

确(14) 

纸质报告卡

填写是否完

整(13) 

是否及

时录入

(12) 

是否实验室

诊断依

据(10)

诊断发病 病例

分型

病例患者 科室
性别 年龄 职业

录入

(11)

日期 

(9) 

日期 分类姓名 序号 类型
(3) (4) (5) 

(8) (7) (6) (2) (1) 

1                 

2                 

3                 

4                 

5                 

6                 

7                 

8                 

9                 

10                 

调查员：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注：（1）科室类型：①门诊部 ②住院部；（2）患者姓名：请按照原始登记填写；（3）性别：①男 ②女；（4）年龄：默认单位为“岁”，若是小于 1岁病例，请填写其月份，并注

明单位“月”；（6）病例分类：①疑似病例 ②临床诊断病例 ③实验室确诊病例；（7）病例分型：①急性 ②慢性 ③未分型；（8）、（9）均按照原始登记填写，住院病例需查

看患者住院病案；（10）实验室诊断依据：①ALT、AST ②乙肝五项 ③HBC-IgM ④HBV DNA，无实验室诊断依据则不填；（11）-（15）如果是，则打“√”；（16）不一致字段

信息：无不一致则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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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医疗机构麻疹个案信息登记用表 
 

甘肃省           市（州）            县（区）                     医院/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本院麻疹实验室诊断开展项目包括                 ①血清 IgM 抗体 ②血清 IgG 抗体 ③分离病毒或检测病毒核酸 ④未开展，送 CDC 检测（可以多选） 

纸质报告

卡填写是

否准确

(15) 

纸质报告

卡填写是

否完整

(14) 

是否及

时录入

(13) 

是否排

除 

实验室诊

断依据

(9) 

病例

分类

性 科室

类型

（1） 

订正病名

（11） 

是否录入

(12) 

发病日

期（7）

诊断日

期（8）

年龄 职业 患者姓名 序

号 
别 

（4） （5） （2） 
（10）（6）（3） 

1                

2                

3                

4                

5                

6                

7                

8                

9                

10                
 

调查员：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注：（1）科室类型：①门诊部 ②住院部；（2）患者姓名：请按照原始登记填写；（3）性别：①男 ②女；（4）年龄：默认单位为“岁”，若是小于1岁病例，请填写其

月份，并注明单位“月”；（6）病例分类：①疑似病例 ②临床诊断病例 ③实验室确诊病例；（7）、（8）均按照原始登记填写，住院病例需查看患者住院病案；（9）实验室

诊断依据：①血清 IgM 抗体② 血清 IgG 抗体 ③分离病毒或检测病毒核酸，现场或到 CDC 查看，无实验室诊断依据则不填；（10）是否排除：①是 ②否；（11）订正病名：

①风疹 ②麻疹 ③其他（填具体病名），如（10）填②则不填；（12）-（15）如果是，则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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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医疗机构其他传染病报告质量检查登记表 
 

甘肃省           市（州）           县（区）               乡镇（社区）                  医院/卫生院 

报告卡信息与网络
报告信息是否一致

报告卡填写
是否准确
（13） 

报告卡填写
是否完整
（12） 

是否及 是否诊断发病病例疾病科室 
备注 姓名 性别

(3) 
年龄
(4) 

职业
(5)

序号 时录入 录入
(10)

日期 
(9) 

日期分类名称类型 
(15) (2) 

（14） （11） (8) (7) (6) (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被检查单位负责人：                        检查员签名：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注：1、科室类型包括：（1）门诊： ①内科 ②儿科 ③感染科 ④其它（请注明）；（2）住院部： ①内科 ②儿科 ③传染科 ④其它（请注明）。  

         2、住院病人的发病日期、诊断日期的信息需查看患者住院病案。 

3、检查的其他传染病指：甲肝、细菌性痢疾、手足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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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医疗机构病例调查汇总表 
 

单位名称：甘肃省          市（州）          县（区）               乡镇/街道                   医院/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报告数据质量  

1、共查出乙肝病例          例（门诊         例；住院部         例），其中疑似病例         例；临床诊断病例         例；实验室诊断病例         例，有实验室诊
断依据            例。  
进行网络直报           例（门诊         例；住院部         例），其中及时报告数          例（门诊          例；住院部          例）。  
纸质报告卡填写完整数          例（门诊         例；住院部          例）；填写准确数         例（门诊         例；住院部         例）；纸质报告卡片与网上录入
卡片内容一致数          例（门诊         例；住院部         例）。  

2、共查出麻疹病例          例（门诊       例；住院部        例），其中疑似病例        例；临床诊断病例        例；实验室诊断病例          例，有实验室诊断依
据          例。  
进行网络直报        例（门诊        例；住院部        例），其中及时报告数        例（门诊        例；住院部        例）。  
纸质报告卡填写完整数        例（门诊        例；住院部        例）；填写准确数        例（门诊        例；住院部        例）；纸质报告卡片与网上录入卡片内容
一致数        例（门诊        例；住院部        例）。 
 
3、其他传染病（甲肝、菌痢、手足口及麻疹） 
（1）报告率：查出其他传染病       例，进行网络直报       例，报告率       %；其中门诊：查出其他传染病       例，进行网络直报       例；住院部：查出其他传染
病       例，进行网络直报       例。 
（2）及时报告率：查出其他传染病       例，进行网络直报       例，及时报告数       例，及时报告率       %；其中门诊：查出其他传染病       例，进行网络直报       例，
及时报告数       例；住院部：查出其他传染病       例，进行网络直报       例，及时报告数       例。 
（3）纸质报告卡填写完整率          %。 
（4）纸质报告卡填写准确率          %。 
（5）医生填写报告卡与网上录入卡片内容的一致情况：一致数    例，一致率     %；不一致信息主要为                                         。 
二、阳性预测值  

1、乙肝  

进行网络直报数        例，现场核实诊断并登记的实验室诊断病例数           例，临床诊断病例数        例，重复报告数        例，错误报告数        例，不确定数  
例。其中急性乙肝        例，实验室诊断病例数         例，临床诊断病例数        例，重复报告数        例，错误报告数        例，不确定数        例。其中慢性
乙肝        例，实验室诊断病例数         例，临床诊断病例数        例，重复报告数        例，错误报告数        例，不确定数         例。  
2、麻疹  

进行网络直报数     例，现场核实诊断并登记的实验室诊断病例数    例，临床诊断病例数    例，重复报告数   例，错误报告数        例，不确定数         例。  

调查员：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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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临床医生调查用表 
 

单位名称：甘肃省          市（州）           县（区）           乡镇/街道                  医院/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科室：              ，职称：               ①正高、②副高、③中级、④初级、⑤无职称，         岗位年限：               

一、有用性 

1、您认为我国传染病报告方式能否早期探测传染病暴发与流行？①是、②否，原因是：                                                             

2、您认为我国传染病报告方式能否发现具有重要公共卫生意义的病例？①是、②否，原因是：                                                       

3、您认为我国传染病报告方式能否发现新发传染病？①是、②否，原因是：                                                                       

4、您认为我国传染病报告方式能否提高传染病诊断临床实践、指导治疗？①是、②否，原因是：                                                     

5、其它作用？请列出：                                                                                                                     

二、简单性 

1、您认为我国传染病报告登记、报告卡信息收集、填写是否复杂？①很复杂、②复杂、③简单、④很简单 

2、您认为我国传染病报告登记、报告卡信息收集、填写所占工作量是？①很大、②大、③小、④很小 

三、病例诊断与报告 

1、根据卫生部 WS296-2008 标准，麻疹分为（          ） 

①疑似病例、②临床诊断病例、③实验室确诊病例、④流行病学诊断病例、⑤病原携带者 

2、根据卫生部 WS296-2008 标准，麻疹疑似病例诊断依据为（           ） 

①发热、②全身皮肤出现红色斑丘疹、③上呼吸道卡他症状，并有结膜炎等症状、④麻疹 IgM 抗体阳性。 

3、根据卫生部 WS299-2008 标准，急性乙肝的诊断标准为：（           ） 

①病人有恶心、纳差、乏力、黄疸(染)等症状、②肝功能 ALT 和 AST 异常、③实验室抗一 HBC IgM 阳性（1：100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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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卫生部 WS299-2008 标准，慢性乙肝的诊断标准为：（       ） 

①HBsAg 阳性超过 6 个月 ②有相关症状，或出现肝病面容、肝掌、蜘蛛痣、脾肿大或黄疸等(排除其他原因)体征 ③肝功能 ALT 异常或血清胆红素升高 ④实验室抗一 HBc IgM、

抗一 HBCIgM 阳性（1：1000 以上）⑤血清 HBeAg 阳性或可检出 HBV DNA、⑥肝脏病理有慢性肝炎的特点。 

5、在您的临床工作中是如何区分急性和慢性乙肝的？   

                                                                                                                                    

6、麻疹在我国是否为法定报告传染病：①是 ②否，如是，请问麻疹属于      类传染病管理，应于做出诊断后      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 

7、影响您在传染病诊断中利用实验室检测技术的原因：①本院的实验室诊断水平不够 ②本院标本采集及保存条件不够 ③没有类似要求 ④认为实验室诊断不重要 ⑤费用较高，

病人不接受 ⑥其它原因，请填写                                                                                

8、您认为本院的传染病诊断报告专业培训是否能对您的临床实践具有帮助：① 是 ②否，如否，主要原因是：①培训太少 ②培训内容陈旧 ③培训师资较差 ④认为培训不重要 ⑤

其它原因，请填写                                                                                            

9、您认为影响传染病报告及时性的主要原因有：①门诊量大无暇顾及 ②认为无所谓 ③缺乏奖惩 ④全院不重视 ⑤其它原因，请填写               

10、您是否熟悉卫生部《2006-2012 年全国消除麻疹行动计划》：① 是 ②否，如是，请填写“2012 年麻疹消除目标”是：                         

11、您认为以下传染病报告卡信息中较难获得的字段信息是（请列出排前 3 位的字段，多选）：         

①诊断日期 ②发病日期 ③年龄 ④性别 ⑤职业 ⑥病例属于 ⑦现住址 ⑧其他，请说明                                                      。 

四、存在的困难与建议 

您认为我国传染病诊断、登记和报告过程中存在的困难有哪些？比如对于乙肝、肺结核等慢性传染病报告，有什么建议？ 

 

 

 

 

 

调查员：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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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传染病监测与网络直报管理人员调查用表 
 

单位名称：（CDC 人员填写）甘肃省            市（州）             县（区）CDC，  

（医疗机构人员填写）甘肃省        市（州）         县（区）          乡镇/街道           医院/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职称            ①正高、②副高、③中级、④初级、⑤无职称，                            岗位年限                       

一、有用性  

您认为目前我国传染病报告系统是否起到以下作用？  

（1）早期探测传染病暴发与流行？①是、②否，原因：                                                                                     

（2）发现具有重要公共卫生意义的病例？①是、②否，原因：                                                                               

（3）发现新发传染病？①是、②否，原因：                                                                                               

（4）监视传染病变化趋势？①是、②否，原因：                                                                                           

（5）开展流行病学研究并指导干预措施，以及干预效果评价？①是、②否，原因：                                                             

（6）指导公共卫生政策？①是、②否，原因：                                                                                             

（7）提供相对可靠和准确的传染病发病和死亡水平？①是、②否，原因：                                                                     

（8）开展传染病预警预测方法研究？①是、②否，原因：                                                                                   

（9）提供人群健康教育的重要素材？①是、②否，原因：                                                                                   

（10）撰写科研论文以及用于学术交流？①是、②否，原因：                                                                                

（11）其它作用？请列出：                                                                                                              

二、简单性  

1、您觉得该报告系统的整体结构是否简单？              ①很简单、②简单、③复杂、④很复杂  

2、您觉得该报告系统的操作是否容易？              ①很容易、②容易、③不容易、④很不容易  

3、是否能够方便地获得您所需要的数据，比如数据内容、格式？              ①很方便、②方便、③不方便、④很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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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整性——监测传染病个案信息和功能完整性  

1、您认为目前传染病报告卡采集信息是否满足传染病防控基本需求：         ①是 ②否，  

如“②否”,请列出您认为应该增加的字段信息（最多填写 2 项）：                      和                      ,  

增加字段信息主要用途分别为：  

①                                                                                                                                  

②                                                                                                                                  

2、您认为目前传染病报告卡采集信息是否有应该删减的无用字段：           ①是 ②否，  

如“②否”,请列出您认为应该删除的字段信息为（最多填写 2 项）：                     和                      ，  

删减字段信息的主要理由分别为：   

①                                                                                                                                  

②                                                                                                                                  

3、您认为目前网络直报系统数据录入、审核、统计查询、质量管理等基本功能是否完备：         ①是 ②否，  

如“②否”，请列出您认为最应该增加的 2 项功能：  

①                                                                                                                                  

②                                                                                                                                  

四、存在的困难与建议  
 

您认为我国传染病网络直报工作中的主要困难包括：  

   

您的建议是：  

  

调查员：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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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传染病监测与网络直报业务人员调查用表 
 

单位名称：（CDC 人员填写）甘肃省         市（州）          县（区）CDC，  

（医疗机构人员填写）甘肃省        市（州）         县（区）         乡镇/街道            医院/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职称                ①正高、②副高、③中级、④初级、⑤无职称，                 岗位年限                    

一、有用性 

您认为目前我国传染病报告系统是否起到以下作用？  

（1）早期探测传染病暴发与流行？①是、②否，原因：                                                                                    

（2）发现具有重要公共卫生意义的病例？①是、②否，原因：                                                                               

（3）发现新发传染病？①是、②否，原因：                                                                                              

（4）监视传染病变化趋势？①是、②否，原因：                                                                                           

（5）开展流行病学研究并指导干预措施，以及干预效果评价？①是、②否，原因：                                                            

（6）指导公共卫生政策？①是、②否，原因：                                                                                            

（7）提供相对可靠和准确的传染病发病和死亡水平？①是、②否，原因：                                                                    

（8）开展传染病预警预测方法研究？①是、②否，原因：                                                                                   

（9）提供人群健康教育的重要素材？①是、②否，原因：                                                                                   

（10）撰写科研论文以及用于学术交流？①是、②否，原因：                                                                                

（11）其它作用？①是、②否，如果是请列出：                                                                                            

二、简单性 
  

1、您认为传染病报告卡收集、信息录入、网络报告工作是否复杂？①很复杂、②复杂、③简单、④很简单（医疗机构人员填写）  

2、您认为传染病报告卡收集、信息录入、网络报告工作所占工作量是？①很大、②大、③小、④很小（医疗机构人员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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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您认为传染病报告卡的审核是否复杂？①很复杂、②复杂、③简单、④很简单（CDC 人员填写）  

4、您认为传染病报告卡的审核工作所占工作量是？①很大、②大、③小、④很小（CDC 人员填写）  

5、您觉得该报告系统的整体结构是否简单？              ①很简单、②简单、③复杂、④很复杂  

6、您觉得该报告系统的操作是否容易？              ①很容易、②容易、③不容易、④很不容易  

7、是否能够方便地获得您所需要的数据，比如数据内容、格式？              ①很方便、②方便、③不方便、④很不方便  

三、完整性——监测传染病个案信息和功能完整性 
  

1、您认为目前传染病报告卡采集信息是否满足传染病防控基本需求：       ①是 ②否，  

如“②否”,请列出您认为应该增加的字段信息（最多填写 2 项）：                      和                   ,  

增加字段信息主要用途分别为：  

①                                                                                                                                  

②                                                                                                                                  

2、您认为目前传染病报告卡采集信息是否有应该删减的无用字段：         ①是 ②否，  

如“②否”,请列出您认为应该删除的字段信息为（最多填写 2 项）：                    和                   ，  

删减字段信息的主要理由分别为：  

①                                                                                                                                  

②                                                                                                                                  

3、您认为目前网络直报系统数据录入、审核、统计查询、质量管理等基本功能是否完备：        ①是 ②否，  

如“②否”，请列出您认为最应该增加的 2 项功能：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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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定性  

您认为我国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               ①很稳定、②稳定、③不稳定、④很不稳定，如果不稳定（选择③和④），则主要问题是：  

五、本院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仅由医疗机构传染病监测与网络直报业务人员填写） 
 

1、您认为传染病疫情及时准确报告是否重要：①是 ②否，如是，请阐述其重要意义是：①及时发现院内暴发疫情 ②发现传染病流行趋势 ③社会关注

程度大 ④尽力履行自己工作职责 ⑤其它原因，请填写                                                                                      

2、本院是否重视法定传染病诊断与网络直报工作：① 是 ②否，如否，主要原因是：①院领导班子不重视 ②院临床医生不重视 ③网络直报设备陈旧 ④

配置疫情报告人员不够 ⑤其它原因，请填写                                                                                               

3、您认为自己工作顺利进行是否存在难度：① 是 ②否，如是，主要原因是：①临床医生不配合 ②网络直报系统操作速度较慢 ③缺乏基本技能培训 ④

属地 CDC 技术指导不够 ⑤其它原因，请填写                                                                                               

4、属地 CDC 是否经常性来院开展传染病报告管理督导检查：① 是 ②否，如是，您认为他们工作是否能够提高本院传染病报告管理：① 是 ②否，如否，

主要原因是：①缺乏检查结果反馈 ②指导技术性不强 ③工作不到位，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④其它原因，请填写                                

                                                                                                                                     

六、存在的困难与建议 

（1）系统无法登陆        ①是，②否，如果是，2010 年平均一个月发生次数是        ①不足 1 次 ②1-2 次、③3 次及以上  

（2）系统操作过程中断        ①是，②否，如果是，2010 年平均一个月发生次数是        ①不足 1 次 ②1-2 次、③3 次及以上  

（3）系统操作时间异常延长        ①是，②否，如果是，2010 年平均一个月发生次数是        ①不足 1 次 ②1-2 次、③3 次及以上  

（4）其它问题      ①是，②否，如果是，请列出： 

                                                        最近一个月发生次数是        ①不足 1 次 ②1-2 次、③3 次及以上  

                                                         最近一个月发生次数是        ①不足 1 次 ②1-2 次、③3 次及以上  

                                                         最近一个月发生次数是        ①不足 1 次 ②1-2 次、③3 次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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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我国传染病网络直报工作中的主要困难包括：  

  

  

  

  

  

您的建议是：  

  

  

  

  

  

 

 

调查员：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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