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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是构成公共卫生体系的组织机构，其在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应急能力关系着事件处理的好坏。公共卫生事

件的发生是无法准确预测的，但是可以通过有效的处理来降低其影响和损失。因此，需要不断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发展，从而提高其

在遇到突发公共卫生的应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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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能力评价主要是检验各部门在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

在调动和统筹人力、组织、机构、资源以及手段等方面的有效性，

从而最大程度的降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起的损失。这种能力能够

反映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综合实力，也是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

高水平的公共卫生管理与服务的重要基础。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应急能力概述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定义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定

义为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公共健康损伤的重大传播疫情、群

体性不明原因、重大食物中毒或职业性重度等危害公众健康安全的

事件[1]。有学者认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要具有以下特点：①突发

性与紧急性；②高度不确定性；③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与自然灾

害等事件相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更加强调的是突发性与大范围爆

发，并且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之后影响

规模快速扩展，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卫生应急工作手册》中将公

共卫生事件细分为：①重大传染病与群体不明原因疾病；②重大食

物中毒和职业性中毒；③有毒有害物质泄露引起的重大事件；④自

然灾害引起的重大事故；⑤农药、老鼠药以及其他有毒化学药物引

起的危害；⑥医源性或实验室感染；⑦群体性疫苗接种事故；⑧其

他威胁公众健康安全的卫生事件。 

2.应急能力的定义 
应急能力是指面对突发事件紧急处置的能力。我国开展应急能

力研究时间短，对于公共卫生应急反应能力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2]。

应急能力需要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进行阐述，宏观角度来说政府需

要主导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并引导非政府结构、群体以及个人进行

合作与配合，同时要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补偿制度以及经济激励

制度等；微观角度来说，应急能力的评价需要从应急预案制定是否

合理、涉及要素是否清楚、预案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是否

结合经验与教训进行改进等，包括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不同阶

段进行事前防控、事中应对和事后总结等，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自

身风险预测与鉴别能力，同时开展相应的资源管理研究、应急处置

决策研究、教育培训与仿真演练等[3]。 

二、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能力的对策 

1.给予应急指挥机构更大的权利 
由于卫生应急处理过程中所涉及的信息传递、现场抢救、控制

与转运救治、原因调查、善后处理等各个环节需要多部门的共同合

作才能够妥善处理，这就需要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但是实际工

作中可能出现各部门之间分工不明确、配合疏失的情况。因此需要

整合现有部门，发展具有高度参与性的组织形式，不仅仅是简单的

权力再构或集中。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中需要突破传统管

理制度中对卫生应急管理的约束，提高组织的灵活性，促使组织能

够快速作准有效的反应。需要结合卫生防控、卫生监管、医院、社

区以及妇幼保健院等方面的交叉职能纳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处理中，解决常规状态与紧急状态对管理体制的不同要求，从而更

好的解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提高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权力 
针对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能不完善、运行受各方面限制的

现状，需要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建立自上而下的防控体系，将疾

病预防与控制、院前急救以及应急交通整合在一起。从新冠肺炎事

件爆发可以看出，需要提高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权限级别，在发生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后，由国务院直接协调其具体工作，并联合相应

级别的医疗机构与组织，在卫生应急方面进行协调与合作。同时，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需要根据相应法律法规制定应急处理预

案，从而更好的解决突发事件。 

3.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虽然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为紧急

医疗卫生制度的建立健全提供有效依据，但是还需要从以下几点不

断的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①协调不同等级法律法规；②各个地方

政府需要出台卫生应急条例；③明确公民法律责任与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关系。政府需要结合我国国情，结合欧美等国的法案，为公

共卫生管理者提供相应的法律条文作为相应的依据。 

4.建立完善的突发公共事件响应指南 
需要建立完善的突发公共事件响应指南，并整理有效信息，从

而更好的应对不同类型的公共卫生事件，例如大型传染病、地震以

及洪涝等为不同部门提供针对性的指导，需要对现有卫生应急处理

理论进行有效概括，从而指导实践活动的开展。 

结束语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对公众的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较大

的威胁，需要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从而提高其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有助于减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社

会造成的影响，保障人们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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