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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facing worldwide disastrous crisis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and consider the social factors of major epidemic.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ocial factors 
such 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pulation, health service and government control,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role and advantages of community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ajor epidemic,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in different stages,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key role of 
community intervention in external input and internal proliferation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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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面临新冠肺炎传播给全球带来的灾难性危机，有必要探寻并深度思考重大疫情流行的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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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影响重大疫情流行的科学技术、人口、卫生服务和政府管控等社会因素进行分析，阐述社区

在重大疫情防控中的作用和优势，提出了不同阶段的应对策略，以期充分发挥社区干预在外防输入、内

防扩散中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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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面临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区域最广、防控难度最

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全球共同面对的亟待解决的难题。疫情初期，国内及时采取了最严格

的防控举措，全国动员、全力以赴，并逐步呈现出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的态

势；但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外形势更为严峻，国内也存在疫情反弹的巨大风险。古今中外，大疫

大灾往往导致国家社会失序，社会失序又促使抗击灾疫雪上加霜，这表明抗灾抗疫的艰巨性，因此我们

必须具备精准迅速有效的应急防控能力，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 
重大疫情，是指高致病性或者发病率、死亡率高的传染病突然发生、传播，给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

全造成严重威胁，严重影响社会正常运转的情形[1]。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重大疫情的流行与社会因素的

关系更加密切。因此，只有了解社会因素对重大疫情发生流行的影响机制，才能从社会根源上探究其发病

原理并进行有效防控。重大疫情的流行与其它传染病一样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近些年疫情的

陆续爆发主要是由病毒本身进化与变异的内因和人类社会环境的外因共同作用造成的。社会环境因素有自

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当人类的生产生活对自然进行改造、改变生态环境时，社会因素便作用于自然因素，

自然环境因素的变化会促使病原微生物本身的改变，同时滥用抗生素使抗生素耐药性增强、病毒致病性增

强等。社会因素既是促使重大疫情传播蔓延的重要因素，又是有效防治传染病的关键所在。社区作为社会

治理的基本单元，是控制疫情蔓延的第一道关口[2]。因此，通过认识重大疫情发生发展的社会影响因素并

利用社区干预进行有针对性的防控，守住首关，斩断疫情传播链条，是打赢这场没有硝烟战争的关键。 

2. 社会因素对重大疫情流行的影响 

研究发现，科学技术、人口因素、卫生服务和政府管控对重大疫情流行的影响最为显著，具体表现是： 

2.1. 科学技术的影响 

科学技术一直对重大疫情的控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自 20 世纪以来，在 100 年间完成了医学史上近

95%的发现与发明，使得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的重大疫情能够有效的抑制[3]。科技的进步发展，使人类对重

大疫情从病原到发病再到人体如何抵抗的过程有了更加客观深入的了解、不断促成高新医药生物领域的革

命和发展，与重大疫情防控相关的基因工程药物、疫苗相继问世，极大地帮助了人类对重大疫情的抗争，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现代医学技术与科技飞速发展给重大疫情防治带来的深刻变化。人类从发现艾滋病到不

断深入研究并发现有效治疗方法，经过了 10 多年时间；2003 年与 SARS 病毒的斗争中，中外科学家仅用 2
个月的时间成功找到了病原，而在 2019 年末的新冠病毒流行中，中国科学家更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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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出病毒的自然宿主[4]，这为疫情防控和药物研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支持。在这次抗疫作战中，中医科

技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中药的干预缩短了病人痊愈时间、重症转化率几乎为 0；同时，西医科技对重

症病人的呼吸支持、循环支持等生命支持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医药参与救治的病例达 96.37%，事实证

明，中医深度介入诊疗过程、中西医结合的方案极大地提高了治愈率[5]。除此之外，当下的大数据、人工

智能、物联网等技术通过多维度数据分析，帮助实现了对潜在被感染对象的识别和筛选、对隔离人员活动

轨迹的监测和预警、实现智能门禁等，极大地实现了对重大疫情的精准治理和管控[6]。 

2.2. 人口因素的影响 

人口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与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迅速增长

的人口正在威胁着健康、人口和发展之间构成的平衡[7]。人口的快速增长，对重大疫情的预防工作提出

了空前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重社会负担，对卫生资源需求更大。在世界很多地区，

由于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超过社会经济增长速度，大批居民生活条件恶劣、营养不良、健康水平低，社会

卫生资源的投入无法满足居民需求，社会卫生条件难以预防和抵抗重大疫情。二是加重环境破坏，引发

新旧疫情的爆发。由于人类的生活和生产需要，生活垃圾和工业废物对自然界造成了严重破坏、打破了

生态平衡，干预了生态系统中各类生物的栖息地。环境破坏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和旱涝灾害等问题都是

重大疫情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近几十年，人类发现了多种从未了解的新发疫情，在现代医疗技术进步、

重大疫情能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新发疫情产生的速度也在变快，这与现代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有很大关系。三是人口流动，加剧了重大疫情的传播范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口流动促使重大疫情

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2.3. 卫生服务的影响 

卫生服务是公共卫生部门向居民提供卫生资源和服务的过程，重大疫情期间主要是指提供疫情防治所

需的服务。与重大疫情相关的卫生服务有疾病防治服务、卫生资源配置与利用情况、应急管理以及服务机

制等[8]。我国在面对这次新冠肺炎重大疫情中，社区卫生中心积极参与，有效保障了社区隔离中群防群控、

联防联治的进行。专业的全科医师对社区进行健康宣传、指导居民个人防护与环境消毒；对于从国外或疫

区归来人员，卫生工作人员严格实施医学观察、居家监测以及解除隔离三个规范的流程[9]；在疫情的不断

发展中，及时对传染病的特征、防控信息和措施进行更新，帮助居民对疫情形成客观的认知。 

2.4. 政府管控的影响 

任何传染病的流行都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在疫情管控中破坏其中任何条

件，都可以预防重大疫情的流行[10]。经历 2003 年的 SARS 危机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加快了对突发事件

应急机制的建设，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处置技术规范(试行)、国家突发

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方面的防治法规，不断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增强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

力。在 2019 年末 2020 年初的新冠病毒防控中，中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采取了认真负责的措施，在 10 天内

以“中国速度”建造起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以及各类方舱医院，及时有力地对疫情流行的传染源、传播途径

进行控制和切断，并对易感人群提供保护和治疗措施，为“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创造了条件；据不完全统

计，全国各省份共派出 190 支医疗队、23103 名医疗队员支援湖北，湖北接受各地捐赠资金达 57.62 亿元、

捐献物资达 4 万件、近 4400 吨[11]，这显示出中国政府在疫情面前积极有效的管理和应对能力。 

3. 社区在重大疫情防控中的优势 

社会因素对重大疫情发生影响作用的土壤和条件主要体现在社区方面，需要依靠社区在重大疫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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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中具有的独特优势来落实科技进步的成果、消化人口增长的不利影响、落实卫生服务措施和政府管控

的实施。 

3.1. 社区防控是抗击疫情的最有效防线 

3.1.1. 社区作为防控疫情的坚强堡垒，具有较强凝聚力 
社区作为组成城市和村庄的最基本单位，是居民的共同生活空间，具有居民共享的互惠机制[12]。社

区中密集的人流、物流接触构成的日常生活使居民的健康安全更易受到各种新发疫情的侵害。由于重大

疫情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在社区稠密且无特异性免疫力的人群中，疫情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大，

社区人群在突如其来的新发疫情面前普遍具有高度的易感性。因此社区的防控能力是阻断重大疫情发生

和流行的关键所在。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社区作为全体居民命运的共同体，疫情防控效果关系到每个

人、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任何一个个体的感染，都会严重威胁到整个社区人群的健康安全。这次抗击

阶段居民在疫情面前具有较强的防控重大疫情的主人翁意识，展现出空前的团结一致，形成的强大凝聚

力筑起一道防控重大疫情的坚强堡垒，共同抗击疫情。 

3.1.2.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保障社区群众健康的前哨阵地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要承担预防、健康教育、康复和常见病的诊治等功能[13]，在重大疫情防控中具

有独特作用和地位：在疫情期间与群众距离最近，能在第一时间获取群众的健康信息并及时预警提示，

是保护社区群众健康的前哨阵地。在患者出现疾病早期症状时，通常会先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社

区医务人员最先与病例接触，更能了解掌握与疫情疾病相关的早期症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生

可以第一时间发现病人、管理传染源、并不断追踪疾病康复病人。在社区开展疾病预防管理行动，积极

消除各种危险因素、切断传播途径，将潜在的疫情消灭在萌芽状态。医疗与防疫系统通常属于平行级别，

二者之间的业务联系并不多，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将二者的功能有机地结合，使预防和医疗同步进

行。无论是 2003 年的 SARS 还是 2020 年的新冠病毒，在疫情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公共卫生行政部门充

分依靠具有良好群众基础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群防群控，开展各项早期干预，将疫情控制在最小范

围内，取得了显著成效。 
社区干预重大疫情的防控如图 1 所示。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Figure 1.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ocess of community intervention 
图 1. 社区干预的防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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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社区干预在重大疫情发生和流行中的防控作用 

3.2.1. 社区干预对传染源的危险因素防控 
传染源中的危险因素包括与病例或病毒携带者的密切接触。要对传染源进行早期控制，最大限度地

减轻新发病毒对人群健康产生的危害。要对已确诊病例实行强制隔离和治疗；对密切接触者及疑似病例

实行集中的医学观察或居家医学观察，社区医疗机构每日实行随访、报告；对普通公众，通过宣传普及

相关知识，增强其疫情防控和自我保护意识，避免与疫区归来者或病毒携带者接触。 

3.2.2. 社区干预对传播途径的危险因素防控 
传播途径中的危险因素包括个人卫生不到位，如手部卫生和上呼吸道的口鼻部卫生，以及暴露在外

的眼部和破损皮肤、频繁的交际活动等。对于传播途径，社区通过理性、务实、科学的早期干预，宣传

新发重大疫情的防控知识，使广大居民能主动了解接受科学的防治知识，并转化为防控疾病的自觉行动，

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素养和行为习惯；对公共场所消毒要做到全方位无卫生死角，彻底切断病原体在这

些途径中的传播，从而有效阻断疫情传播的各种途径。 

3.2.3. 社区干预对易感人群的危险因素防控 
易感人群中的危险因素包括免疫力低或缺乏、身体有基础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哮喘等)、孕

妇、肥胖、过度担心和恐慌等[14]。对于易感人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进行良好的医患沟通，提供

相应的健康指导；通过科普宣讲防治知识，消除群众不必要的恐慌心理。对于身患基础性疾病的人群

促使其谨遵医嘱，提高诊疗的依从性，使原有疾病稳定和康复，以增强免疫力，提高其防治疾病的能

力。重大疫情的防控作为公卫系统的重要部分，具有正外部性，保护易感人群就等同于筑起健康人群

维护自身的一道强有力的社会屏障[15]。在有效疫苗和特效药物出现之前，社区干预针对以上三个方面

的防控措施最具有可操作性并且能够有效节约卫生资源、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 

4. 社区在重大疫情防控中的应对策略 

社区在重大疫情防控中以其独特优势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化解人口影响和落实卫生服务及政府管

控措施，因此应进一步采取积极策略，推动其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4.1. 社区在疫情发生前的防控措施：严防输入，延缓疫情传入社区 

第一，在防控的准备阶段，社区应充分运用网格化工作优势，不断加大疫情防控的宣传力度，利用

社区网格微信群、宣传栏、电子屏、广播和宣传册等方式深化普及重大疫情防控的相关知识，进行及时

且有效的信息沟通，以提高居民自我保护意识、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注意观察个人健康状态，并

引导社区居民形成对待重大疫情的正确态度、积极配合防控工作；招募与医学、心理学等专业相关的大

学生志愿者，进行相关培训后充实到社区疫情防控的应急队伍中；充分发挥下沉干部、社区党员和楼门

长作用，组建战疫先锋队，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积极动员社区内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大力开展防控

重大疫情的准备工作，多方联动，群防群治抗击疫情。第二，社区防控工作的实施方面，应采取全人口

管理措施，实行小区封闭管理。制作并发放车辆、居民出入证，严格落实居民进出社区的信息登记；重

点加强疫区归来人员的症状监测、详细了解疫区归来人员的基本情况，严格落实居家隔离和体温检测相

关要求，及时向卫生防疫部门汇总报告，以分析并预警可能发生的疫情传播风险。第三，疫区归来人员

中出现病例时，要第一时间送往定点医院接受诊治并及时上报，同时根据流行病的传播脉络，配合调查

密切接触者的排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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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社区在疫情散发时的防控措施：外堵内防，阻止疫情扩散蔓延 

第一，外堵方面，即从疫情严重地区归来或与本社区病例有直接接触的疑似病例要自觉如实汇报近

期行程并进行相关医学检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对疑似病例高度关注，社区物业需进一步加强对疫情

地区返回人员的排查登记和症状检测工作，及时发现可能的输入病例以及被传染的二代病例；对可能出

现的个别未遵守疫情防控要求的居民进行及时有效的劝说教育，必要时采取一定的管控措施。第二，内

防方面，对已确诊病例做好隔离控制并送往定点医院诊治，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应严格落实居家隔离

观察或进行集中医学观察；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大力宣传疫情防治知识，引导社区居民正确适度地采取

必要的预防措施，切断疾病传播途径、消除危险因素，提高居民预防疾病的能力和意识，总之要最大限

度地阻止疫情的扩散。 

4.3. 社区在疫情暴发流行时的防控措施：控制感染源，分类诊治 

第一，在控制传染源方面，社区要配合省、市卫健委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疫情暴发的流行病学

调查，确定疫情分布范围，对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调查和管理；对社区养老院、照料中心等重点场所和

易感人群加强管理防护和症状监测，协助企事业单位启动晨检制度并设定安全工作距离；对存在病毒隐

患的场所进行随时终末消毒。第二，在分类诊治方面，进一步加强预检分诊工作，引导有疾病相关症状

者及时到分诊点就诊以免错过最佳治疗阶段；对确诊病例实行分类诊治和规范管理，轻症病人和重症病

人应分别送往不同的定点医院进行集中收治。 

4.4. 社区在疫情好转时的防控措施：保持警惕，做好与疫情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人类与疫情的斗争是一个自然且漫长的过程，历史中多次出现的重大疫情表明疫情不会绝迹，新发

的未知且多元的传染病还会不断出现；人口流动和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社会，加剧了疫情的传播，使得传

播范围更广，疫情会呈现出此起彼伏状态，导致防疫战斗延长。当社区疫情出现好转时，仍然需要保持

警惕和防备心理，严防疫情再次输入，做好长期防控的准备；要从疫情发生及暴发的原因中及时总结有

益经验，以有效应对疫情的发展变化，为彻底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好准备。 

5. 结语 

我国对本次重大疫情的成功应对，充分反映出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显著优势，社区防控正在将影响

疫情流行的社会因素转化成积极的正能量，彰显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这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

区抗击疫情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也为今后发生类似这样重大的疫情或灾害积累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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