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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由國際傳染病監測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Disease Surveillance；

ISDS）所主辦之 2011 第十屆年會於 12 月 6 日至 8 日假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

舉行，該學會每年皆針對傳染病監測議題舉辦研討會，過去已舉辦九次，今年為

第十屆，是由國際傳染病監測學會（ISDS）所籌劃，ISDS 是一個非營利性組織，

成立於 2005 年，其致力於推動疾病監測的科學實踐以改善人口健康，該學會擁

有 300 多名成員及專家，專業和學科領域包含：公共衛生監測、臨床實踐、衛

生信息、衛生政策及其他國家和全球衛生監控 。世界各國對此年會亦積極與會，

來自世界各國專業領域人員參與，共同進行經驗交流與新知分享。 

本屆年會主題為建構公共衛生監測的未來，次項會議主題分為四類：分析方

法、公共衛生實踐、訊息及新方法。 

本屆年會中，本局陳助理研究員沛蓉與會報告運用死亡通報資料建立台灣肺

炎及流感死亡率即時監測及經驗，此外並選擇參加與監測業務相關之會議主題及

演講，由於大會議程的時間安排，故同一個時段會有多項會議主題及不同演講同

時進行，無法同時參與，建議未來在經費許可之前提下，鼓勵同仁參與國際盛會，

除獲取相關傳染病監測新知外，得以研究學習國際之傳染病監測及調查模式，與

各國公共衛生專家進行交流，以提升我國疾病監測技能及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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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目目目 次次次次    

                                        

    頁頁頁頁 碼碼碼碼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4444    

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5555    

心得及建議心得及建議心得及建議心得及建議        1111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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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一、 參加 2011 年第 10 屆國際傳染病監測學會年會，觀摩研究方法及知識。 

二、 進行一篇運用死亡通報資料建立台灣肺炎及流感死亡率即時監測口述

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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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過過過        程程程程 

100 年 12 月 4 日晚上 11 點 25 分由台灣桃園國際機場搭乘中華航空班機，於當

地時間 12 月 4 日下午 6 點 25 分抵達美國舊金山國際機場進行轉機，12 月 4 日

下午 10 點 00 分由美國舊金山國際機場搭乘達美航空班機，於 12 月 5 日早上 5

點 25 分抵達美國亞特蘭大國際機場。 

 

第一天：12 月 6 日 

本日舉行的是建立公共衛生監測的會前會，會議議程同時有三個主題進行，

包含公共衛生症狀監測系統的訓練及展示、如何使用遊戲工具增進疾病監測效益

及調查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公開的軟體資源達到國際間疾病監測資料的空間分

析。本人參加的是公共衛生症狀監測系統的訓練和展示（Public Health 

Syndromic Surveillance Systems Training and Demonstrations），這個課程

主要參加的學員背景多為醫療保健和公共衛生專業人員，是一個症狀監測入門的

概論課程，上午以演講的形式分別展示幾個各州發展或是建置中的症狀監視系

統。 

下午則開放學員與上述症狀系統的建置團隊自由討論的機會，使學員熟悉症

狀監測系統的基本原則、方法、使用時機和該系統所面對的挑戰和比較其與傳統

公共衛生監測系統的差異。 

依據 Larissa M.在大會中的報告指出傳統公共衛生監測是以確診病例做為

疫情爆發之監測依據，但往往受限於需等待實驗室確認的時間，無法快速做出疫

情應變的反應，症狀監測即在利用一些廣義的症狀資料資料例如非處方藥物的銷

售量（Over the counter medication sales）、護理求助專線進線量（Nurse advice 

lines）、911 求助專線進線量(911 calls)工作和學校缺席人數（Work and school 

absenteeism）或急診室求診之病患量（Emergency department visits）等等，

利用這些資料能早期監視異常情形，提醒衛生單位即時介入有效措施，以降低疾

病發生率和死亡率，減少經濟損失。 



 

 

 6 

 

 

第二天：12 月 7 日 

大會於今天早上由 ISDS 董事會主席 Dr. David Buckeridge 開幕，本屆年會主題

為建構公共衛生監測的未來，其中細分會議主題為四大類，包含：分析方法、公

共衛生實踐及訊息及新方法。上午的 Novel Technology Lecture 分別邀請愛荷

華保健大學的 Dr. Philip Polgreen、Pennsylvania 州立大學的 Dr. Marcel 

Salathe、美國 CDC 的 Dr. Taha Kass-Hout 及全球衛生威脅基金會的 Dr. Mark 

Smolinski，分別就分析 Analytical Methods、Public Health Practice、

Informatics 及 Novel Approaches 進行專題演講，內容闡述公共衛生監測領域

中有關監測方法和分析方法新的進步，會中以免費社交軟體 Tweeter 網站上收集

自願通報 Flu 資料為例，說明部分地區 Tweeter 收集的流感監測資料趨勢與 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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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資料非常一致。公共衛生實踐論壇的重點則放在如何改善日常監測、疫情調

查及管理和應變的過程。 

由 ProMED 的創辦主席 Dr. Stephen Morse 就”Global Surveillance for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主題，進行 Plenary Talk 演說，內容提及新興

傳染病及再浮現傳染病疫情反撲的嚴重性及全球化的趨勢、創辦 ProMED 的理念

及將 ProMED 以 Email 方式免費提供給的挑戰外，演說最後也提出短程與中長程

之因應策略。 

訊息論壇（Informatics）的重點則是放在電子化的健康資訊運用上，在技

術方面如何分析、交換及協助系統流程運作。新方法論壇（Novel Approaches）

則著眼於如何應用用廣泛的監測方法來超越傳統的傳染病監測方法，美國感染症

醫學會（IDSA）Emerging Infections Network 主任 Dr. Philip Polgreen，提

及除了傳統的醫院流行病學方法學以外，目前正與跨領域的研究人員運用定量方

法（例如，Google 或 Tweeter 社交網絡，時間序列方法），並嘗試在傳染病領

域解決疾病監測及群聚擴散的問題，他同時也是本次大會 Novel Technologies 

Panel，其表示公共衛生監測上最新發展出來的方法通常都不是最好的方法，該

如何透過這些新的監測方法，幫助人們改變行為以降低疾病的發生率及死亡率，

本論壇即因應此主題，從醫學、公衛、資訊各個不同角度，論述獲取特定監測資

料後該如何進行公共衛生的介入，會中有人提問，現在的新方法都著重在透過網

際網路主動收集資料，但是對於不使用網際網路的特定族群，在新的監測方法上

該如何去掌握該群人的狀況，與會學者專家亦踴躍提問，會議互動熱烈且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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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12 月 8 日 

本日的 Concurrent Session 中，在“Novel Data Stream/ Novel Methods”口

述論文發表的單元共有 8 篇論文發表，本人亦於本單元中，報告 2009 年流感大

流行時，本局與衛生署合作建立死亡診斷書資料同步交換機制，建置台灣肺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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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死亡率即時監測及預警監測系統，肺炎及流感死亡率的趨勢，在流感流行季

提供預警功能，並提供流感疫情研判的參考依據，資訊並定期發佈在本局網站上

並即時回饋給民眾、醫療院所以及醫護人員。同單元其他報告主題包括：Charles 

Cairns 報告在美國如何利用緊急醫療服務資料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EMS) 建置全州生物監測的新方法；症狀監測的概念，不僅局限於傳染病監測，

也常被運用在公共衛生的監測上，Marcus R.的報告，利用美國波士頓當地 9 間

醫院 2007-2010 年的急診資料，進行騎自行車所造成的相關傷害之症狀監測分

析，最常見的症狀是骨折脫臼，以 50-59 歲及 18-24 歲的年齡層最多，以頭部受

傷為主，該研究亦是美國 CDC BioSense Program 的合作計畫之一，研究結果將

常發生事故之熱點(Hot spots)及高危險族群等資料，提供美國 CDC 及州政府制

定相關預防措施參考。 

 

美國哈佛大學 Rumi Chunara 報告自 2010 年海地霍亂疫情發後，由該次流行的霍

亂菌株的序列發現病源可能來自其他國家，在其他國家也陸續檢驗出該序列霍亂

菌株的同時，該研究針對已被懷疑有霍亂疫情但尚未爆發大流行的 6 個國家，利

用在疾病爆發 100 天內在 Tweeter 網站曾經利用 Tweets 功能，Tweets 是一個可

以接受 140 字元長度文字功能，輸入文字後上傳可以與世界分享任何有趣的事

物，並以英文、法文及西班牙文搜尋 Tweets 文字內容包含「霍亂」相關字眼的

訊息，透過哈佛大學的 model 運算並檢定社交網絡的資料，用以推估第二波傳染

病爆發流行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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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盛頓州衛生單位傳染病流行病學部門 Dr. Natasha Close 報告，利用

health information exchange 的方式，監測實驗室確診的流感住院病人， 

美國芝加哥大學 Dr. Dino Rumoro 報告有鑑於美國 CDC 對 influenza-like illness 

(ILI)之病例定義較寬鬆敏感度較低，本研究利用回溯性橫斷研究，分析在醫學中

心急診室的 ILI 病人之臨床症狀發現，2009-2011 二年間 2661 位病人中 9.2%確

診為流感陽性，分析其症狀 85%個案有發燒、89%個案有咳嗽及 23%個案有喉

嚨痛（CDC 定義的三項症狀），其中達統計學上顯著意義的症狀有發燒、咳嗽

和肌肉酸痛，CDC 定義的症狀「喉嚨痛」未顯著，CDC 未列的症狀「肌肉酸痛」

顯著，年齡層以 5-24 歲 25-50 歲顯著，建議 ILI 之病例定義修正為 1.發燒伴隨

咳嗽或肌肉酸痛或流鼻水 或 2.發燒伴隨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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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 12 月 9 日下午 7 點 45 分由美國亞特蘭大國際機場搭乘達美航空班機，於

當地時間 12 月 9 日晚上 10 點 17 分抵達美國舊金山國際機場進行轉機，12 月 10

日凌晨 0 點 05 分由美國舊金山國際機場搭乘中華航空班機，於台灣時間 12 月

11 日早上 6 點 00 分抵達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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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國參加第十屆國際傳染病監測學會年會之會議行程表赴美國參加第十屆國際傳染病監測學會年會之會議行程表赴美國參加第十屆國際傳染病監測學會年會之會議行程表赴美國參加第十屆國際傳染病監測學會年會之會議行程表    

日期 工作日誌 地點 行程內容 

100/12/04 啟程 台北→美國亞特蘭大 路程 

100/12/05 抵達 美國亞特蘭大 抵達 

100/12/06～ 

100/12/08 
會議 美國亞特蘭大 開會 

100/12/09 返程 美國亞特蘭大→台北 路程 

100/12/10 轉機 美國亞特蘭大→台北 路程 

100/12/11 抵達 台北 抵達 



 

 

 15 

心心心心    得得得得    及及及及    建建建建    議議議議 

國際傳染病監測學會年會提供來自世界各國學者專家交換各國傳染病監測方法

與研究結果之平台。議程包含專題論壇、口頭論文及壁報論文發表。 

本人於此次大會中，除積極參加相關論壇與討論外，所發表之運用死亡通報資料

建立台灣肺炎及流感死亡率即時監測及經驗，也獲得與會學員討論，顯示台灣在

流感疫情監測上有關肺炎及流感死亡率即時監測的作為得到國際肯定。最後，由

大會宣布明年（2012）的 ISDS 學會年會將在加州的聖地牙哥舉辦。 

 

本報告建議如下： 

1. 加強台灣傳染病監測系統之監測品質效益評估的研究，包含系統時效

性、完整性、代表性、敏感度、特異度及可用性等指標，同時加強監測

資料分析發法的研究以達到早期偵測的目的並提高預警能力。 

2. 國際疫情瞬息萬變，持續建立與國外進行國際醫療衛生交流及國際合作

之機制，認識各國使用症狀監測系統的概況，以有效達成建置系統監測

之目的，並作為系統進一步整合之參考。 

3. 持續追蹤肺炎及流感死亡率與流感疫情相關性研究之最新進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