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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T/BPMA XXXX-2023《传染病多点触发监测预警基本数据集》分为以下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病例报告监测； 

——第3部分：哨点医院监测； 

——第4部分：实验室检验检测； 

——第5部分：学校传染病症状监测。 

本文件为T/BPMA XXXX-2023的第1部分。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北京预防医学会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医渡云（北京）

技术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李刚、高燕琳、栗圆、杜婧、庞星火、杨维中、冯录召、张婷、高文飞、章敏、

焦增涛、程志达、朱杰、蔡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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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多点触发监测预警基本数据集 

                            第1部分：总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传染病监测不同方法所需要使用的数据集元数据属性和数据源属性。 

各级政府的卫健、疾病预防、经信、应急部门等单位，在建设健全传染病多渠道监测预

警信息化平台时，均适用于参照和依据本数据集建立相应的信息采集体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

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但是，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

方研究。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WS/T 303 卫生信息数据元标准化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3.1  

基本数据集 

在特定主题下，为了满足业务信息系统规范化建设和领域内部以及领域间数据交换与共

享需求，设 计归纳的各个子系统（或者功能模块）所包含的最小数据元素的集合。 

4 内容结构 

传染病多点触发监测预警基本数据集编制由以下内容构成。 

封面 

前言 

名称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数据集元数据属性 

5 数据元属性 

6 数据元值域代码表 

5 数据集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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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WS/T 305中规定的 7个元数据子集，本标准选取了核心元数据中的 8个“必选

（M）”元数据元素，分为 2个元数据子集，对卫生信息基本数据集进行描述。WS 305中

的数据集核心元数据描述规范适用于本文件，数据集元数据见表 1。 

表 1 数据集元数据 

元数据子集 元数据项 元数据值 

标识信息子集 

数据集名称 传染病多点触发监测预警基本数据集 

 数据集标识符 HDSD00.00V10 

数据集发布方-单位名称 北京预防医学会 

关键词 传染病监测预警 

数据集语种 中文 

数据集分类--类目名称 卫生服务-疾病控制 

内容信息子集 

数据集摘要 

传染病多点触发监测预警需收集的病历

报告信息、哨点医院流感集新冠病原学

监测信息、实验室检验监测信息、学校

传染病症状监测 

数据集特征数据元 

疾病名称、疾病名称代码、诊断时间、

报告单位、仅甲通阳性、仅乙通阳性、

新冠阳性数、检测项目、检测方法、晨

午检学生人员代码、缺勤缺课原因代码

等 

6 数据集元属性 

6.1 数据元公用属性 

  根据 WS/T 303 中规定的五类 22项数据元基本属性中，本标准选取了三类 7项数据元基

本属性（见表 2），对卫生健康信息基本数据集的数据元进行描述，数据元公用属性见表

2。 

表 2 数据元公用属性 

属性种类 数据元属性名称 属性值 

标识类 版本 V1.0 

注册机构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相关环境 卫生信息 

关系类 分类模式 分类法 

管理类 主管机构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 

注册状态 标准状态 

提交机构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2 数据元专用属性 

见《传染病多点触发监测预警基本数据集》第2部分至第5部分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