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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感染应急管理方案探索
刘慎行

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 102611

【摘 要】：自 2019年我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以来，医院高效的应急管理方案能够加强并完善医院对突

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实现疫情防控的高质量管理。研究针对管理机制、人员应急能力、保障体系、工作人员心理健康

管理等角度入手，提出应急管理方案的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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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outbreak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COVID-19) in China in 2019, the efficient emergency management plan of

hospitals can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emergency response mechanism of hospitals to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management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study proposes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pla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nagement mechanism, personnel emergency response capacity, security system, and staff mental health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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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冠疫情是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自 2019年以来造

成了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作为重大传染病疫情，国家卫生

健康委已经将新型冠状病毒纳入到法定传染病乙类管理。经过

多年艰苦斗争，当前我国已经实现疫情常态化管理，精准有效

的实现疫情防控，取得了全世界注目的成绩。但由于新冠疫情

的流行病学具有分布差异性、危害复杂性以及传播广播性等特

点，应急管理体系的建立仍不能轻视。在应急管理方案的探索

中，如何建立有效的专项应急管理机制、提升医疗人员的应急

处置能力、重点关注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管理、建立保

障体系成为当前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1 专项应急管理机制的建立

1.1领导小组的确立

在应急管理机制方面，在疫情管理常态化的情况下，医院

需要建立高效同一、指令清晰、执行有力的系统化指挥系统。

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各院系领导应参与到指挥系统的组间，

医院党委书记负责抗击疫情的各项组织工作，领导小组之下，

还应当设置医疗专家、院内感染防控、宣传支持、后勤保障等

小组，不同小组分别负有不同职责，以专家集中、患者集中。

资源集中、救治集中的原则，确保应急管理指挥系统的工作顺

畅性。

1.2内部小组的合作

在疫情常态化管理下，应急管理方案需要注重内部组织的

有机融合，定时展开部门合作会议，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综

合性的分析当前医院管理、后勤保障、疫情宣传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以多部门的视角分析问题所在，及时解决每一个问题[1]。

部门沟通过程中，要聚焦重点，综合分析当前医院收治新冠病

人的基本情况，分析医院所在地区的流行病学情况，对医院内

的人员调配、人才储备、场地设备、机械医疗等方面的管理实

施讨论，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前解决、提前谋划。针对日常疫

情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开展广泛讨论，制定责任制度。由于疫

情形势不断变化，国家相关政策也在不断调整，领导小组以及

各小组需要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根据政策

及时完成任务清单，建立疫情管理路线图，应急管理办公室则

对相关完成情况进行追踪抽查，确保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并解

决。

1.3多学科参与

疫情应急管理需要多学科参与，以呼吸内科、感染病科、

重症医学科、护理团队、中医科、心血管科等多学科专家组成

疫情救治小组，学科之间加强沟通，对当前疫情形势进行有效

判断，总结并进一步完善诊疗方案，精准制定对策[2]。针对新

冠病毒变异的可能性，专家团队需要对当前医院患者进行病情

关注判断疫情发展趋势，实施提前干预；针对危重患者的情况，

需要科学决策，制定最佳的诊疗方案。

1.4外部组织的合作

在疫情管理中，医院高质量的疫情管理离不开外部组织的

协同联动，医院需要构建与主管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为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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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提供足够的物资保障、人员保障以及强化指导。与主管部

门建立统一协调、调配和管理的基本保障机制，以便在疫情应

急下及时的完成应急物资管理；人员保障方面，在疫情应急管

理工作期间，疫情对于一线工作人员身心都会产生巨大的影

响，医院与外部组织合作，能够协调人员增援，有效保障一线

救援工作的展开；其次，相关部门作为疫情政策的指挥部门，

能够强化指导，了解医院实际的情况，及时为医院解决困难、

为医院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帮助医院更加顺利的完成应急工

作[3]。

2 医院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提升

在疫情常态化管理下，需加强应急管理人员人才培养与储

备，全面提升医院人员应急处置能力，人员提升主要通过以下

几个方案实现提升。

2.1创新培训平台

疫情的出现催生了全兴的生产、医疗、生活方式，在人才

培训方面，同样也出现各类培训平台，培训平台的创新在于打

破各平台壁垒、实现实时化与碎片化、整体性与个体性的融合，

培训平台应以医务人员为主，结合现场课程（FTF）、PC在线

学习（E-learning）、移动互联网学习（M-learning）的特点，

建立医院课程和交流平台，“互联网+”平台打造充分利用互联

网的便捷性、信息的流动性、时间的碎片化为特点，打造“以

社交为主的学习培训交流平台”，在这种平台中，学习者既可

以实时或自己安排时间接受医院的系统培训，也可以充分利用

碎片化的时间按照自己需求在信息整合化的平台中进行学习

[4]。医务人员可以利用社交功能，分享成果，交流案例，跨平

台的采用微视频、直播、知识竞赛、阅读、分享等进行培训知

识的学习，从而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培训平台的创新，不仅能

够实现本医院人才的培养，对于应急管理战线的其他组织、兄

弟医院人才也能起到高效培训效果。

2.2应急预案的制定与演练

新冠疫情下，医院面临了较多的紧急情况，作出了诸多应

急管理，在应急管理中，应急预案的制定是医院快速响应的总

要基础保障。通过分析当前疫情现状，判断疫情走向，结合地

区政府部门的相关管理措施，制定应急演练案例，开展各类应

急预案演练，应急预案则应包括传染病防控应急、突发公共卫

生处置、医院感染暴发应急处置等演练，以演练兵，及时发现

应急管理总存在的问题，完善医疗工作流程，从而有效确保医

疗质量与安全[5]。

3 建立健全的保障体系

应急工作的开展离不开健全的保障体系，及保障医院规章

制度的落实、保障医务人员的储备、保障病区环境、保障物资

充足、保障信息通畅。

3.1保障医院规章制度落实

疫情应急处理期间，医院疫情规章制度必须提前落实，通

过分析疫情环境与进程，医院通过充分协调内外部门与组织，

优化疫情防控小组架构、病区设计、医院感控、护理管理、医

疗协调、患者管理、员工管理等内容，综合提高医院管理水平，

确保医院疫情规章制度的落实。

3.2保障医务人员储备

医院应拥有丰富的疫情医务人员储备，在闲时练兵，应急

时第一时间动员部署，在管理部门和院党委领导的带领下，快

速有效建立处置小组，根据医院综合层级、专业以及身体素质

等条件，快速形成应急储备力量。在后勤管理方面，管理人员

充分发挥工作职能，形成涵盖人员、职能分工的应急响应机制，

以高质量的协调能力开展污渍袁松、院内安全管理、通信维护

等工作，为一线应急工作提供稳定的工作环境和充足的物资储

备，进而提高疫情应急处理能力[7]。

3.3保障病区环境

传染病区作为疫情防控重点区域，在应急处理中扮演这重

要角色，医院需要根据现有的医院布局以及感染防控要求，及

时完成病区设置和空间改造，详细区分并隔绝危重症病人、重

症病人、轻症病人以及疑似人员，做到分区管理、隔绝院内感

染的情况发生[8]。

3.4保障信息通畅

应急工作的调度需要通畅的信息交流，不仅要求医院移动

通信网络的畅通，更需要基于医院医疗云平台，为医院调度工

作提供信息支撑，构建患者实时手机移动监护系统，以远程诊

断、多学科会诊平台的构建，来完成患者诊断管理，同时为发

热患者提供资助诊断服务，提高防治效率，同时避免院内感染

的情况发生。

3.5保障物资充足

为提高物资应急能力，医院需要采取有效的管理办法，以

智能化管理的方式，将物资管理纳入网上管理，统一协调物资

纳入，根据疫情现状以及应急要求，实施的调整并监督物资出

入，关注物资的使用情况，及时进行补充调整，充分保障疫情

防控一线工作人员的物资要求。

4 护患的心理健康管理

4.1医护人员的心理管理

疫情的应急处置离不开医务人员的工作付出，而在疫情应

急处理期间，医务人员身心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不仅出现多

种类型的负面情绪，甚至会出现心理疾病。因此在医院的疫情

应急管理方案制定中，不能忽视护士医护人员的心理管理。通

过建立心理干预热线以及线下的心理辅导，帮助异物人员维持

积极健康、理性平和的心态[9]。在应急管理方案中，还应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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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组作为标准，设置心理管理人员，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持

续关注小组内医务人员的心理情绪标变化，及时进行心理引

导，从而提升患者的疾病防控认知以及情绪管理能力、适应能

力、危机应对能力，从而确保医务人员拥有健康的疫情应对素

质。

4.2患者心理干预

针对患者，建立心理干预预警机制，动态监测患者的睡眠

质量、心理情绪等精神状态，针对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强化干预，

干预类型则包括①倾听，倾听是了解患者想法、帮助患者宣泄

情感最有效的方式，通过倾听有助于患者缓解压抑、受气、怨

恨、痛苦等情绪。②解释指导：护理人员通过十分简洁明了的

语言，向患者分析当前的病情情况，帮助患者认识到自己已与

问题的性质以及危害性。③鼓励支持，对患者表示理解，并及

时给予鼓励和支持[10]。

5 总结

在疫情常态化的社会现状下，医院应对突发重大传染病虽

然具有应对能力，但仍然难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健康以及生命

安全，疫情随时可能会反复，而医院的应急处理则是保障人民

健康的第一道屏障，本研究从专项应急管理机制、提升医疗人

员的应急处置能力、重点关注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管理

四个方面入手，探讨新冠病毒感染应急管理方案的构建方案，

以期为疫情防控提供有效的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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