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卫生组织在流感大流行间期：第 1 阶段对各国主管部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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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立国家流感大流行准备计划委员会。 

2. 向有关决策者申明大流行计划的重要性。 

3. 与相关合作伙伴（包括卫生部门以外的其他单位）密切协作，参考现行的世界卫生组织指导意见，制订和定期更新国家级计划。 

4. 确保计划和准备工作在各级公共事务主管部门得到执行。 

5. 开展大流行计划的演习，并利用其结果改进和修正计划和准备工作。 

6. 确认在新亚型流感病毒株出现时将要动员的关键人员，定期向他们提供简要的情况说明和培训。 

7. 考虑国内物资储备的开发（如，抗病毒药物、人员防护设备、疫苗、实验室诊断试剂和其他技术支持），以便在发生需求时可以迅速调配。 

8. 在大流行预警期间考虑向出现流感疫情且资源匮乏国家提供资源和技术协助。 

9. 制订程序，确保能快速共享标本或分离物以便鉴定病毒、开发诊断试剂和疫苗。 

10. 制订应对激增需求的应急预案，在大流行期间实现对国内资源和重点工作人员的内部管理。 

11. 制订国家级指导意见，处理食品安全、安全农业规范和其他与受感染动物相关的公共卫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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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提供能满足激增需求的能力以及开展跨部门的、机构间的协作，建立强有力的国家级通用监测系统，藉以检测、阐明和评估流感样疾

病聚集性病例或呼吸系统所致的死亡。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指导，建立和加强国家级人流感和动物流感监测系统。 
3. 向国家和国际的主管部门报告常规的和异常的监测结果。 
4. 同相关的国际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一起，阐明和分享正在流行的流感病毒分离物和信息。 
5. 评估季节性流感的疾病负担，协助估测大流行期间的附加需求。 
6. 针对正在进行中的信息制订应急预案，藉以评估大流行阶段流感造成的影响和资源需求（如，发病率、死亡率、停工停产、受影响的区域、

受影响的高危人群、医疗卫生工作者和其他必要的工作人员的到位状况、医疗卫生供应品、床位占用/可获得性、住院压力、备用卫生机构的

使用、停尸房容量）。 
 
 
 

1. 参考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 附录1），制订使用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国家级指导意见。 
2. 确保所提议的干预措施经过卫生部门内部和卫生部门以外的部门（交通部、教育部等）负有责任的决策者的共同讨论；确保所提议的干预

措施在法律上的权威性；预见到并处理实施这些干预措施在资源上可能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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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展/观察案头练习，并利用其结果改进计划。 
4. 制订相应策略，确保国家能获取抗病毒药物（如储备物资）；确保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以便提前规划更高阶段可能的需求。 
5. 考虑在大流行预警期和大流行期不同机构抗病毒药物调配和使用的优先顺序以及标准。 
6. 考虑参与研究项目，评估现有药物的安全性和抗病毒药物的耐药性，促进开发经济上能够承受的替代药物。 
7. 利用本国流感疾病负担的数据，制订或采用国家级免疫接种政策，实现世界卫生大会提出的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的目标， 
8. 规定大流行性流感疫苗使用的国家目标；根据预期的疫苗可获得性，确定初步的大流行性流感疫苗优先使用顺序。 
9. 探索可能的途径，增加大流行性流感疫苗的获取途径；说明规章制度、职责和知识产权等事宜。 
(a) 具备疫苗生产能力的国家。规定如何确保疫苗的可获取性，通过公平和有效的途径把疫苗发放给目标人群；考虑提出支持性倡议，促进全

球的疫苗研究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全球的疫苗产量。 
(b) 不具备疫苗生产能力的国家。探索获取疫苗的策略，包括通过与疫苗生产商或生产国签订双边协议。 
10. 审核实施大流行性流感疫苗战略所需的后勤和运行需求（疫苗储存、分配能力、冷链的可获得性、疫苗接种中心、开展疫苗注射的工作人

员应具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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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世界卫生组织流感大流行准备计划检查清单》*为依据，检查卫生系统的准备工作，并根据本国现有资源来处理不足之处。 
2. 确实明确规定流感大流行发生时负责指挥和控制的卫生系统的权力、责任和工作途径。 
3. 确认各阶段公立和私营医疗卫生系统的优先顺序和应对策略，包括治疗方法选择、应对激增需求的能力和人力物力资源的管理。 
4. 制订临时指南：包括病例发现、治疗和处理的方案和规则；感染控制指南；治疗方法选择的指导性意见；应对激增需求能力的管理和人员

配备策略。 
5. 确保实施常规的实验室生物安全、标本安全处理以及医院感染控制政策。 
6. 估算药物和其他材料供应的需求；启动相关安排以确保供应充足。 
7. 提升医疗卫生工作者对流感大流行的认识并加强培训。 
8. 定期开展应急预案的演习，包括指挥和控制的工作途径的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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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分阶段的国家级流感大流行信息交流策略。 
2. 依据现有的世界卫生组织暴发交流指导意见和相应的国家应急预案，加强与流感相关的风险交流。 
3. 规划和检查满足预期国内信息需求的能力，其对象包括专业/技术团体、新闻媒体和普通公众。 
4. 确保交流的信息基础设施能满足大流行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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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立和维护提供相关信息的网站。 
6. 在应对的关键人员和机构之间建立网络，包括风险交流人员、卫生部门之外的其他政府部门以及专业/技术团体。 
7. 高层管理团队吸纳风险交流人员。 
8. 帮助新闻媒体熟悉国家应对季节性流感和流感大流行的计划、准备活动和决策过程。 
9. 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合作伙伴建立正规的交流渠道，促进暴发信息的共享和交流策略的协调。 
10. 建立反馈机制，确认公众对流感大流行的知识水平，了解新近出现的公众关注的问题。澄清谣言，纠正不实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