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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
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迎难而上，顽强拼搏，从容应对国际金融
危机的冲击。
同时，面对突如其来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我们依法、科学、有序地开展了防控工作。
从甲型H1N1流感疫情在美洲暴发到传入我国国门，从散发病例到大面积的流行，从疫情每日零报告
到每周公布一次，从住院治疗到居家观察，从救治重症病例到调整死亡病例的报告办法，从我国首先
完成疫苗研发和注册，到重点人群中的大规模接种等等，我国坚持“高度重视、积极应对、联防联控
、依法科学处置”的原则，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在疫情变化发展的每个转折点，都根据疫情发展的
新情况、新特点和防控工作需要，及时调整管理办法，完善防控措施，牢牢把握防疫的主动权，有效
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维护了社会的正常秩序。
众所周知，流感大流行是一种具有周期性、间隔时间漫长和难于预测的全球灾难性疾病，历次流感大
流行都给人类生命和健康造成了巨大伤害和损失。
这次甲型H1N1流感以空前的传播速度在全球大规模流行，在不到6周的时间里就覆盖了以往需要6个多
月才能波及的范围。
所以，2009年流感大流行的应对实践与历次流感大流行也明显不同，即全球首次有准备的全面系统合
作，并在共同的国际防控规则下，各国又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防控工作。
这正像2009年9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第64届联合国大会讲话中明确指出的，“安全不是孤立的、零和
的、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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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前14篇从2009年流感大流行的演变与确定、发展态势、流行规律与监测预警、事件性质、分类与
判定、诊断治疗与疫苗接种。
到预案管理、法律管理、政府管理、伦理管理、技术管理和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重大活动
，家庭与个人防控，以及风险评估、风险预测和风险沟通等领域，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2009年流感
大流行全球应对过程。
第15篇以提升全球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为切入点，总结凝练2009年流感大流行全球应对的成
就、经验、教训、存在问题和面临的新挑战，为今后类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运行机制和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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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抗原快速检测试剂抗原快速检测试剂一般是采用免疫学方法直接检测流感病毒表面抗原或者
核心抗原，检测时间在15～30分钟。
美国FDA批准的若干种快速检测试剂主要为胶体金免疫层析试纸条，有的检测试剂还能够区分出甲型
和乙型流感病毒，有的只能单独检测甲型或乙型病毒。
在经FDA批准的快速检测试剂中，没有一种可以区分出流感病毒的亚型。
抗原快速检测试剂的优点为检测快速、操作简便，无需特殊仪器和设备，适合在门诊和社区现场检测
，尤其适用于流感疫情暴发时，医院、社区、家庭、个人的使用，可对流感病毒进行初步诊断和筛查
，为流行病学调查和掌握疫情发展态势提供参考依据。
WHO认为快速检测试剂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还不能确定，使用范围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4.血清学检测方法双份血清学检测要求病毒的特异性抗体滴度水平呈4倍或4倍以上升高，也是一种传
统的检测方法，准确性高。
但由于检测时间过长，并不适合于疾病的早期诊断，只能用于最后的确诊和回顾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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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人类在共同有计划有准备地应对2009年流感大流行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引发了许多深
刻的思考和启示。
本书将2009、年流感大流行应对的全过程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追踪、总结，并做对比分析，重点在于
让广大读者了解人类面对同一类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国际组织、国家和地方提出的思路、做法
、对策，取得的经验教训，不在于得出所谓具体的什么结论，而是力图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唤起各
级政府、社会各界和广大公众共同思考和启示。
联合国及其W}40等国际组织、世界各国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专业技术机构、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
学校甚至家庭和个人等都在总结，一定会逐步完善。
为人类应对流感大流行留下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有史以来，人类社会就与传染病进行不懈的抗争。
20世纪中叶，联合国WHO成立，组织实施全球天花疫苗计划免疫，经过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创造
了全球首次消灭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一“天花”的成功范例。
在此之后，又组织实施全球脊髓灰质炎疫苗计划免疫工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
全球基本根除了又一个重大疾病——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麻痹症”）。
如此伟大的成就使人类看到了WHO对于全球流行重大传染病的防控作用和战胜高致病性传染病的曙
光。
然而，面对流感大流行，人类社会多次经历，但又因缺少像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疫苗这样简单且十分有
效的防控措施，反复遭受重大立体性灾难。
尽管如此，人类仍然积极探索流感大流行的演变和发生、发展规律，寻求新的防控对策。
2009年流感大流行积累了国际、国家、地方、社区和个人等全社会全人类防控和预案管理、法律管理
、政府管理、技术管理、伦理管理。
以及流感大流行疫苗、抗病毒药物、ICLJ等高新技术综合防控措施，构建了全球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和
防控模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9年流感大流行>>

媒体关注与评论

全面加强国际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有力、有序、有效地控制和减少流感大流行造成的灾难，及时
总结经验，深刻剖析存在的问题，为人类最终战胜流感大流行这一顽疾竭尽全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李宗浩《2009年流感大流行一全球应对思考与启示》值得研读，给人启迪。
这不仅是一本公共卫生应急的专著，也是很好的全球卫生的教科书。
　　——郭岩现代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大健康模式，以提高社区、家庭、个人健康素养和保证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为特点的非限制性管理机制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对成功应对未来流感大流行展现了很有
希望的前景。
　　——黄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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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9年流感大流行:全球应对思考和启示》：2009年流感大流行规律和特点、2009年流感大流行性质
、命名、处置分类和监测预警、政府管理、预案管理、法律管理、技术管理、社区管理、伦理管理、
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家庭、个人及重大活动防控、诊断试剂、抗病毒药物、流感大流行疫
苗等技术支撑、2009年流感大流行综合风险评估、预测和沟通、2009年流感大流得思考与启示。
2009年9月，我国正处于流感大流行高峰期。
我们有幸与主编高星教授请教.并探讨流感大流行应对问题。
高教授长期从事卫生战略科研，善于深度思考：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北京卫生防疫与健康安全》
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作《北京奥运会面临公共卫生机遇和挑战》讲演报告.引起国家领导人重视，批示
给北京奥组委主席.主笔完成北京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方案和奥运会医疗卫生保障方案及总结评估报
告；作为党中央.国务院指派的第一批卫生部抗震医疗救援队队长.参加了北川特大地震医学救援.与北
京市应急办联合编制《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方案》等有关文件；应国务院
应急办邀请研讨流感大流行信息报送、疫情分析和防控对策。
主编丰富的经历和深刻体验，集众专家之长.积累编写完成了此书。
将传染病防控与卫生应急有机结合起来，将公共卫生与社会学、政治学密切联系，凝练出全球流感大
流行应对理念、机制和模式，并提出了具有指导意义的意见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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