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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管理总体概述一、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管理总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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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概念

突发公共事件：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

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突发性、危险性、紧迫性、不确定性、社会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

众身心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众身心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

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社会

安全等事件引起的严重影响公众身心健康的公共卫生事件



相关概念

卫生应急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前或出现后，采取相应的监测、

预测、预警、储备等应急准备以及现场处置等措施，及时

对产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可能因素进行预防，对已出现对产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可能因素进行预防，对已出现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控制

对其他突发公共事件实施紧急医疗卫生救援，减少其对社

会 政治 经济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危害会、政治、经济、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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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概念

突发事件突发事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引发引发演变演变 引发引发演变演变

危机危机 公共卫生问题公共卫生问题

卫生应急在各类事件的应对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卫生应急在各类事件的应对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卫生应急在各类事件的应对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卫生应急在各类事件的应对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处于敏感的地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处于敏感的地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对全局产生对全局产生重大重大的影响。的影响。对全局产生对全局产生重大重大的影响。的影响。



相关概念

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与应急管理

预防与准备 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发生，控
控制和消除其它突发公共事件

所引发的严重公共卫生和社会
监测与预警

处置与救援

制、减轻和消除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引起的

严重社会危害

所引发的严 公共 和社会

危害而采取紧急医学救援和卫

生学处理。

处置与救援

恢复和评估

严重社会危害。

全过程的应急管理行

为和活动恢复和评估 为和 动

6涉及面广、关乎大局、任务繁重、备受关注



突发事件与严峻挑战

人口人口

资资社社
源源会会

环境环境

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了极大危害
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

7

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



案例：汶川地震



案例：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

广州：火车站滞留旅客广州：火车站滞留旅客 贵阳：高速公路数千车辆被困贵阳：高速公路数千车辆被困广州 火车站滞留旅客广州 火车站滞留旅客 贵阳 高速公路数千车辆被困贵阳 高速公路数千车辆被困

郴州：电网受到毁灭性损毁郴州：电网受到毁灭性损毁江苏：交通瘫痪江苏：交通瘫痪



案例：青海玉树地震



案例：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



案例：2010年全国大范围洪涝灾害



北京国际交往频繁，经济发展迅速，人口密集，人流量大，

交通发达，重大活动多，引发公共事件风险增加。

2003年“非典”后 出台了 系列卫生应急相关的地方法2003年“非典”后，出台了一系列卫生应急相关的地方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坚持预防与应急并重、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公共卫生

应急体系不断完善，应急机制不断加强，应急体系不断完善，应急机制不断加强，

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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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主要突发公共事件

四大类13分类

• 自然灾害
水旱 地震 地质 气象灾害及森林火灾水旱、地震、地质、气象灾害及森林火灾

• 事故灾害
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

• 公共卫生事件• 公共卫生事件
重大传染病疫情、重大动植物疫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

• 社会安全事件
重大群体事件、重大刑事案件、涉外突发事件刑 案 涉外 发



2004年7月10日 2011年7月23日2004年7月10日 2011年7月23日

2007年8月1日、6日

15

2007年8月1日、6日



沙尘暴

泥石流泥石流

高温

泥石流

大雾高温



2004密云踩踏37死24伤

2011地铁电梯事故1死30伤 2011大兴旧宫火灾17死25伤



2003年 SARS 2004年禽流感



二 首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建设二、首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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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建设发展

北京市卫生局卫生应急办公室



首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建设发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

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公安局

农业局

市教委

公安局

农业局

市教委

东城区

西城区

东城区

西城区

解放军总后卫生部

武警总部卫生部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解放军总后卫生部

武警总部卫生部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市教委

•••

24个委办局

市教委

•••

24个委办局

朝阳区

•••

16个区县政府

朝阳区

•••

16个区县政府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北京铁路局

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北京铁路局

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
24个委办局24个委办局 16个区县政府16个区县政府

市红十字会市红十字会

北京市卫生局卫生应急办公室

46个成员单位



首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建设发展

（一）成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体系

主要职能和任务

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 群体不明原因疾病 食物及职业中毒等突发公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不明原因疾病、食物及职业中毒等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

承担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事件、核辐射事故及恐怖事件等

突发公共事件紧急医疗卫生救援。

组织、指导、协调重大活动医疗卫生应急保障。

指导开 突发公共 生事件预防准备 监测预警 风险评估 应急储指导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准备、监测预警、风险评估、应急储

备和应急指挥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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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建设发展

序号 分组 人数（人）

1 传染病防控组 9

预测预警组2 预测预警组 8

3 中毒处置组 11

4 灾害事故与医疗救援组 10

5 核与辐射损伤处置组 85 核与辐射损伤处置组 8

6 健康教育与心理危机干预组 8

市级卫生应急专家咨询委员会（6个专业组62人）

北京市卫生局卫生应急办公室



首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建设发展

102人 30人 30人

20人30人 30人

市级医疗卫生应急专业救援队伍（6大类242人）

北京市卫生局卫生应急办公室



完成2支国家卫生应急队伍建设

1支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类（60人）

1支突发急性中毒事件应急处置类（60人）

配备装备、培训演练（2,224万元）

统一调度 快速运送统一调度、快速运送

合理调配、密切协作合理调配、密切协作



首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建设发展

院前现场紧急医疗急救转运体系（120、999）

北京市卫生局卫生应急办公室



首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建设发展

烧伤医疗救治基地
积水潭医院

解放军第一附属医院

积水潭医院

18
个
院 5

创伤医疗救治基地

积水潭医院

天坛医院

北医三院

朝阳医院

院
内
医
疗

5
大
类

创伤医疗救治基地 朝阳医院

解放军第一附属医院

解放军306医院

武警总医院

疗
应
急
救

13
家
医

武警总医院

传染病医疗救治基地

佑安医院

地坛医院

救
治
基
地

院

传染病医疗救治基地
302医院

解放军第二附属医院

中毒 疗救治基地
朝阳医院

地

中毒医疗救治基地
朝阳医院

解放军307医院

放射病医疗救治基地

二炮总医院

307医院

北京市卫生局卫生应急办公室

放射病医疗救治基地 307医院

北医三院



首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建设发展

（二）建立部门间合作与联防联控机制

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铁路

局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建立联防联控联动合作机制局、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建立联防联控联动合作机制

与农业、教育、工商、质检、交通等多部门建立重大疫情

相互通报制度，并与其他12个专项应急指挥部形成信息沟

通联动机制通联动机制

建立《京津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疾病预防控制合作

机制》 ，信息互通，协同处置

北京市卫生局卫生应急办公室



一、首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建设发展

（三）建立公共卫生安全形势分析和风险评估管理机制

坚持每日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商制度；定期开展公共卫

生安全形势分析和风险评估管理

研判重大疫情和重大事件发展趋势，分析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研判重大疫情和重大事件发展趋势，分析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风险隐患，提前制定工作方案并采取针对性控制措施。

通过对公共卫生安全形势分析评估，提前做好预报预警，进一

步完善了首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步完善了首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

北京市卫生局卫生应急办公室



一、首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建设发展

（四）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危机风险沟通机制

每日开展媒体信息、网上舆情监测；定期向公众传播卫生健康、疾病

防护 自救互救和疫苗接种等科普知识防护、自救互救和疫苗接种等科普知识

设立媒体关系管理部门，建立与媒体日常沟通渠道，主动向媒体提供

各类形式的传播信息，发布各种监测预警预报信息；正确引导舆论，

澄清网上谣传

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

依法通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危机状态

北京市卫生局卫生应急办公室



一、首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建设发展

（五）建立突发公共事件综合应急救援演练机制

针对重大传染病、群体不明原因疾病和食品安全事故等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特大自然灾害、重大交通事故、核生化

爆涉恐等突发公共事件，与公安、消防、交通等多部门经

常性联合开展综合应急救援实战演练 达到“磨合流程常性联合开展综合应急救援实战演练，达到 磨合流程、

磨合岗位、磨合队伍、磨合保障”的目的，极大提升卫生磨合岗位 磨合队伍 磨合保障 的目的，极大提升卫生

应急专业救援队伍快速应变、高效处置能力。

北京市卫生局卫生应急办公室



卫生应急管理成效显著

组织管理和指挥体系从无到有的转变组织管理和指挥体系从无到有的转变

管理职能从分散到集中的转变
卫生应急卫生应急卫生应急卫生应急

卫生应急管理从经验管理到依法科学管理的转变五个转变五个转变五个转变五个转变

卫生应急工作从重处置到预防与处置并重的转变

协调机制从单一部门应对到跨部门协调联动的转变

32应急管理能力全面加强



三 全面推进首都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三、全面推进首都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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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前医疗急救

城市公共安全应急体系、公共卫生保障体系和城城市公共安全应急体系 公共卫生保障体系和城

市医疗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系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因其社会性强而受到广泛关注



本市院前医疗急救面临挑战

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数量剧增，人流密度加大，城市化进程加快，人 数量剧增，人流密度加大，

人群疾病谱变迁，本市居民老龄化突出，市民医

疗急救需求日益增长



本市院前医疗急救面临挑战

呼叫量年均增长14.73% 出车量年均增加11.22%   

00
2007年 2009年

0

2007年 2009年

呼叫满足率仅为86 4%（目标：≥95%）呼叫满足率仅为86.4%（目标：≥95%）



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现状

为首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
和重大社会活动医疗保障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现状

实战和磨练中得以快速成长实战和磨练中得以快速成长

体系不断完善，机制不断健全，功能不断增强，体系 断 善，机制 断健 ，功能 断 强，

队伍不断扩大,急救能力位居全国前列









北京院前医疗急救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全市急救网络缺乏统一规划布局，站点设置不

合理，分布不均衡

二是120、999两个指挥调度系统自成体系，少有往

来 缺乏沟通渠道来，缺乏沟通渠道

三是全市急救网络隶属关系复杂 多头管理 缺乏三是全市急救网络隶属关系复杂，多头管理，缺乏

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监管标准统 的服务规范和监管标准

四是城乡院前医疗急救体制分散，差别较大，缺乏

共性合力



本市院前医疗急救存在的主要问题

五是各区县经费投入差异大、不均衡，不能体现急

救服务公益性，缺乏长效保障机制

六是人员流失严重，专业队伍不稳定，队伍建设缺

乏可持续发展机制乏可持续发展机制

七是机构内部管理尚有薄弱环节 未能建立良性竞七是机构内部管理尚有薄弱环节，未能建立良性竞

争激励机制争激励机制



北京院前医疗急救发展制约主要因素

同一报警，两方响应，同时出车，浪费资源

一方无车，信息不畅，对方不能及时支援

突发事件 各自调度 指挥不统 信息不 致突发事件，各自调度，指挥不统一，信息不一致



北京院前医疗急救发展机遇



北京院前医疗急救发展机遇

统一指挥 科学调度 合理布局

服务规范 运行保障 功能完备服务规范 运行保障 功能完备



北京院前医疗急救发展机遇

《北京市2010-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

施方案》

“整合优化120和999急救资源，统一规划布局、

统 服务规范 探索建立统 的指挥调度平台”统一服务规范，探索建立统一的指挥调度平台”



建立120、999联合指挥调度协调机制



建立120、999联合指挥调度协调机制

信息互通、数据共享信息互通、数据共享

分号受理 双网联动分号受理

协调调度

双网联动

统 指挥协调调度 统一指挥



120/999联合指挥调度平台功能

（一）信息互通，数据共享（ ）信息互通，数据共享



120/999联合指挥调度平台功能

（二）分号受理，呼叫转接（二）分号受理，呼叫转接

10秒无应答

语音提示转接对方

对方受理



120/999联合指挥调度平台功能

（三）同一报警，不再派车

提示已经出车受理出车 提示已经出车受理出车

将出车信息共享



120/999联合指挥调度平台功能

（四）一方无车，对方支援（四） 方无车，对方支援

欲派无车时欲派无车时

同时将信息传送对方



120/999联合指挥调度平台功能

（五）应急状态，统一指挥（ ）应急状态，统 指挥



120/999联合指挥调度平台功能

（六）网络监控，提升水平（六）网络监控，提升水平



120/999联合指挥调度平台功能

（七）综合信息，实时分析传输（七）综合信息，实时分析传输



120/999联合指挥调度平台正式启用



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同步工作进展

（一）制订完成《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站建（ ）制订完成《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站建

设发展规划(2011—2012年)》即将颁布



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同步工作进展

（二）制定印发全市统一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标准制定印发 市 院前 疗 救服务标准

《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工作相关标准及规范》

《北京120/999院前医疗

急救联合指挥调度平台

调度人员执业服务手册》



本市院前医疗急救两年发展目标

10秒钟接听电话，2分钟出车

车到现场，中心城区15分钟，车到现场，中心城区 分钟，

郊区20分钟，边远山区30分钟

急救呼叫满足率95%急救呼叫满足率95%



北京市卫生应急救治体系近期行动措施

紧抓卫生应急队伍和装备建设，加强培训演练和

专业队伍能力建设专 队伍能力建设

规范突发事件现场指挥体系、检伤分类、现场处

置效率 现场信息报送标准与流程置效率、现场信息报送标准与流程

加强途中转运安全管理，做好院前、院内的有效

衔接

进一步完善扩展紧急医疗救援基地建设，建立院进 步完善扩展紧急医疗救援基地建设，建立院

内救治绿色通道

前加强院前医疗急救机构的考核评价和督导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