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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监测、报告和预警
第四十一条 国家加强传染病监

测预警工作，建设多点触发、反应快

速、权威高效的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

第四十二条 国家建立健全传染

病监测制度。

国务院疾病预防控制部门会同国

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国家传染病监测规

划和方案。省级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

制部门会同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根据国家传染病监测规划和方案，制

定本行政区域传染病监测计划和工作

方案，报国务院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审

核后实施。

国家加强传染病监测，依托传染

病监测系统实行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建立重点传染

病以及原因不明的传染病监测哨点，

拓展传染病症状监测范围，收集传染

病症候群、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等信

息，建立传染病病原学监测网络，多途

径、多渠道开展多病原监测，建立智慧

化多点触发机制，增强监测的敏感性

和准确性，提高实时分析、集中研判能

力，及时发现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

第四十三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对传染病的发生、流行以及影响其发

生、流行的因素进行监测，及时掌握重

点传染病流行强度、危害程度以及病

原体变异情况。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加强原因

不明的传染病监测，提高快速发现和

及时甄别能力；对新发传染病、境内已

消除的传染病以及境外发生、境内尚

未发生的传染病进行监测。

第四十四条 国家建立跨部门、跨

地域的传染病监测信息共享机制，加

强卫生健康、疾病预防控制、生态环

境、农业农村、海关、市场监督管理、移

民管理、林业草原等部门的联动监测

和信息共享。

国家建立临床医疗、疾病预防控

制信息的互通共享制度，加强医防协

同，推动医疗机构等的信息系统与传

染病监测系统互联互通，建立健全传

染病诊断、病原体检测数据等的自动

获取机制，规范信息共享流程，确保

个人信息安全。

第四十五条 国家建立健全传染

病疫情报告制度。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

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发现

甲类传染病患者、病原携带者、疑似患

者或者新发传染病、突发原因不明的

传染病，以及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

时，应当于两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发

现乙类传染病患者、疑似患者或者国

务院疾病预防控制部门规定需要报告

的乙类传染病病原携带者时，应当于

二十四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发现丙

类传染病患者时，应当于二十四小时

内进行网络直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的医疗机构向社会公众提供

医疗服务的，应当依照前款规定报告

传染病疫情。

传染病疫情报告遵循属地管理原

则，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疾病预防控制

部门制定。

第四十六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应当建立健全

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制度，加强传染

病疫情和相关信息报告的培训、日常

管理和质量控制，定期对本机构报告

的传染病疫情和相关信息以及报告质

量进行分析、汇总和通报。

第四十七条 学校、托育机构、养

老机构、康复机构、福利机构、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机构、救助管理机构、体育

场馆、监管场所、车站、港口、机场等重

点场所发现传染病患者、疑似患者时，

应当按照国务院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的

规定，向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

告有关信息。

检验检测机构等应当按照国务院

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的规定，向所在地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与传染病防治

有关的信息。

第四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

现传染病患者、疑似患者时，应当及时

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

构或者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报告。

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应当公布热线

电话等，畅通报告途径，确保及时接

收、调查和处理相关报告信息。

第四十九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

当设立或者指定专门的部门、人员负责

传染病疫情信息管理工作，主动收集、

分析、调查、核实传染病疫情信息。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甲类传染

病、新发传染病、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

病报告或者发现传染病暴发、流行时，

应当于两小时内完成传染病疫情信息

核实以及向同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和上级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报告的工作。疾病预防控制部

门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报告同级人民

政府，同时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和

国务院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疾病预防控制部

门。

第五十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

得干预传染病疫情报告。

依照本法规定负有传染病疫情报

告职责的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及

其工作人员，不得隐瞒、谎报、缓报、漏

报传染病疫情。

第五十一条 对及时发现并报告

新发传染病、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

予奖励。

对经调查排除传染病疫情的，报

告的单位和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

第五十二条 国家建立健全传染

病疫情风险评估制度。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及时分析

传染病和健康危害因素相关信息，评

估发生传染病疫情的风险、可能造成

的影响以及疫情发展态势。

第五十三条 国家建立健全传染

病预警制度。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根据传染病监

测信息和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结果，

向社会发布健康风险提示；发现可能

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评估认为

需要发布预警的，向同级疾病预防控

制部门提出发布预警的建议。疾病预

防控制部门收到建议后应当及时组织

专家进行分析研判，需要发布预警的，

由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病预防控制

部门立即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有关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法律、行政法规

和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决定向

社会发布预警。

第五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应当及时向本行

政区域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

构通报传染病疫情以及监测、预警的相

关信息。接到通报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和医疗机构应当及时报告本机构的主要

负责人，并告知本机构的有关人员。

第五十五条 国务院疾病预防控

制部门应当及时向省级人民政府疾病

预防控制部门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

卫生工作的部门通报全国传染病疫情

以及监测、预警的相关信息。中央军

事委员会负责卫生工作的部门发现传

染病疫情时，应当向国务院疾病预防

控制部门通报。

毗邻或者相关地区的地方人民政

府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应当及时相互

通报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以及监

测、预警的相关信息。

第五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疾病预防控制部门与同级人民政府教

育、公安、民政、司法行政、生态环境、

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林业草原、

中医药等部门建立传染病疫情通报机

制，及时共享传染病疫情信息。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国务院卫生

健康、疾病预防控制、外交、工业和信

息化、公安、交通运输、铁路、民用航

空、海关、移民管理等部门以及中国人

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

有关单位和部门等建立工作机制，及

时共享传染病疫情信息。

第五十七条 国家建立健全传染

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

国务院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定期向

社会公布全国传染病疫情信息。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部门

定期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

疫情信息。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应当及

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传染

病名称、流行传播范围以及确诊病例、

疑似病例、死亡病例数量等传染病疫情

信息。传染病跨省级行政区域暴发、流

行时，国务院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应当及

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布上述信息。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

部门发现虚假或者不完整传染病疫情

信息的，应当及时发布准确的信息予

以澄清。

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的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制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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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证号：JY263280100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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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黑蚁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公章及法人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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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木和贵达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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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作废。 2025年6月6日

格尔木冠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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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废。 2025年6月6日

青海耀鑫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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