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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医院如何提高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 1 

——以新疆昌吉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于杰 1  张雪梅 2  王雨 1 

（昌吉职业技术学院 1 附属医院；2 医学分院新疆 昌吉 831100） 
 

摘要：校医院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对措施直接关乎着全校师生的生命安全，校医院的应对能力的提升与日常开展的常规工作和预防疾病工作
密不可分，只有扎实的做好基础工作才能有效、科学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此，校医院要不断强化常规工作，认真开展学生健康评估，正视
自身存在的问题，才能肩负起校医院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职责担当，并与学院各职能部门配合行动，为学院提高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提
供有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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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有 70%以上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在学校[1] ，校医

院是学校的一个服务部门，也是医疗机构[2]。其职责关乎着全校师
生的身体健康，为师生提供最基础的医疗卫生服务，为上级疾病控
制中心提供最原始的医疗数据，为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出最具
体的应对措施。 

高校医院肩负着初级卫生保健的三大功能，具体包括基本医
疗、预防保健及健康教育，最终目的在于通过维护师生的身心健康，
从而使教学工作、科研工作有序开展，素质教育得到全面推进[3] 。
校医院在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对措施直接关乎着全校师
生的生命安全，如何提升校医院的应对能力。笔者认为应从日常开
展的常规工作和预防疾病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 

1.校医院常规工作的开展 
1.1.开展健康教育普及健康知识。在就诊过程中开展疾病预防、

合理用药、校园禁毒、心理健康、生殖健康、校园应急救护等相关
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通过“结核病日”(3 月 24 日)、“全国爱眼
日”(6 月 6 日)、“艾滋病日”（12 月 1 日）的主题健康教育活动，
充分利用互联网、校园广播、宣传栏、黑板报、LED 显示屏、微信
平台、校讯通等教育阵地和载体加强宣传教育。 

1.2.常态化开展学校常见传染病预防宣传培训工作。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
对全院师生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包括《常见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治讲
座》、《水痘知识讲座》、《预防结核知识讲座》、《艾滋病的防治知识
讲座》等传染病防治和卫生健康知识，提高广大学生知晓率。 

1.3.开展疫情防控培训工作。校医院医护人员及邀请专家针对
全体职工开展疫情防控培训工作，对口罩的佩戴、体温枪的使用、
消毒液的配制、消毒方法等进行反复培训，进行了《大专院校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措施指南》、《新冠肺炎外环境样本采集》、
《高等学校新冠肺炎防控技术方案》、《三重人群防护》等讲座。
为学院疫情防控做好人员保障，做实防控知识宣传普及。校医院针
对门卫和宿舍管理人员等窗口服务人员，进行针对性面对面的疫情
防控指导，为学院疫情防控守好进口做好人员保障。 

1.4.及时处置传染病疫情。发现校内有传染病疫情，及时上报，
实施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和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要求。完善传染病信
息监测报告网络，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建立快
速反应机制，及时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预防和控制结核病疫情在
校园的发生和蔓延。对肺结核病、水痘等传染性疾病，根据市疾控
部门的要求对密接人群采取筛查、隔离等措施。对确诊病人进行随
访掌握治疗情况，为学生复课提供评估依据。 

2.校医院开展学生健康评估，精准掌握健康状况 
《高等学校医疗保健机构工作规程》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医疗

保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监测学校人群的健康状况；负责学校常见
病和传染病的防治；对影响学校人群健康的有害因素实施医务监
督。［４］”每年组织学生健康评估工作，以 2020 年度为例，校医院
健康评估在校学生数为 9318 人，其中需要密切关注学生 18 名，尤
其是两名确诊肺结核学生，校医院对其进行休学救治处置，避免在

校园中扩散传播造成公共卫生事件。 
2.1.视力不良检出情况，全校共检出视力不良 4152 人，男生

1783 人，女生 2369 人，占受检人数的 44.59%。串镜检出情况，全
校共检出近视 2397 人，男生 1079 人，女生 1318 人，占受检人数
的 26%。 校医院加强学生用眼卫生知识的宣传，做好视力保护工
作。强化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的知识，培养学生良好的用眼卫生习。
控制学生近视工作的时间和强度，避免视力负荷过重，减轻学生课
业负担，保证学生有足够的休息、睡眠和课外活动时间。 

2.2.血压检出情况，全校共检出正常高值血压 1956 人，血压偏
高 367 人。心率检出情况，全校共检出心率过缓 302 人，心率过速
187 人。 

校医院对心血管疾病的学生应定期诊治，避免参加剧烈运动，
预防感冒，指导血压偏高者，养成低盐饮食习惯，每天食盐量不超
过 5 克，避免过度的情绪激动或精神紧张，每天保证有足够的睡眠。
血压偏低者，坚持早餐，不挑食、偏食，适当补充维生素 C、B 族。 

2.3.龋齿检出情况，全校共检出龋齿患病 576 人，龋患率 6.22%。
校医院对以南疆地区学生为主的龋齿患病学生，首先从健康教育入
手，提高学生口腔健康意识，加强龋病的综合防治，龋病的防治工
作，使学生知道龋病的危害及预防等口腔保健知识，培养学生良好
的口腔卫生习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做
到饭后漱口，早晚刷牙。因龋病是一种非自愈性疾病，建议患者应
及早治疗。对活动龋要尽早充填。 

2.4.营养状况分析，营养情况正常检出率为 90.87%，生长迟缓
检出率为 0.67 %，轻度消瘦检出率为 4.87%，中重度消瘦检出率为
3.6%。超重肥胖检出情况，全校男女生合计肥胖检出率为 15.14%，
超重检出率为 8.38%。血红蛋白检出情况，全校男女生合计，血红
蛋白正常检出率为 80.95%，低血红蛋白检出率为 19.05%。校医院
对患肥胖症的学生要进行膳食指导，鼓励其多参加体育锻炼。加强
对学生营养知识的教育，通过对学生营养餐的不断改进，改变其不
良饮食习惯及加强校内外的体育锻炼等措施，以降低超重和肥胖的
发生率，从而减低其到成年后心血管、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生率。
对患有轻度营养不良的学生，校医院与家长合作，进行膳食指导。
对患有重度营养不良的学生，学校应通知家长，去医院就诊。同时，
校医院还关注学生较低体重的问题。较低体重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仍
然属于轻度营养不良范畴，表面上未造成机体损伤，实际上对长期
记忆力、快速思维、逻辑思维仍然有很大影响。所以，学校应根据
本校学生营养不良状况采取干预措施，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均衡
膳食，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3.校医院在公共卫生中的职责担当 
3.1.校医院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建立应急处理预案,采取预防

措施，并协助各分院组织进行全校日常演练，强化校内所有人员防
范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知。在发生类似突发事件时，保证师
生能够快速地作出应对，规范化调配人员和物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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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截止 2022 年 3 月对在校师生共开
展 60 余次核酸检测，对校园环境核酸检测 90 余次。按照疫情防控
办的要求对在校符合条件的师生均进行了 3 次疫苗接种服务。 

3.3.以 2021 年为例，校医院全年共接诊门诊病人 10509 人次，
平均每 70～80 次/天，输液 453 人次，留观病人 93 人次，发热预检
440 人次，急诊转诊 135 人次，清创缝合 135 人次。送外出就诊学
生 1557 人次。确保了学院全体师生的健康和安全。 

3.4.通过对校医院 2018 年到 2020 年 5 月到 6 月处方做回顾性
研究，门诊病人人均费用仅为 15.8 元，人均抗生素仅为 1.057 克。
校医院大大降低了学生患病经济负担，也有效地抑制了抗生素的滥
用。 

 
年度 

就诊 
人数 

总费用
（元） 

总抗生素
用量（克） 

人均费用
（元） 

人均抗生
素用量
（克） 

2018 2160 33117.59 2324.838 15.3322 1.076 
      

2019 1683 27571.86 1753.889 16.3826 1.042 
      

2020 3892 61141.8 4094.964 15.7096 1.052 

 
4.校医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4.1.校医院配备不完善。各级政府财政、教育和卫生部门对学

校卫生专项工作经费投入不足，普遍存在学校卫生资源在财力、物
力配置上的不足［6］。部分医疗设备老旧、缺失，导致无法建立相应
科室，为医生提供必要的临床诊断依据，从而影响部分师生就诊。
校医院要逐步增加配置彩超、医用 DR、血生化仪、三大常规仪器
等设备，提高校医院体检和复查能力。学院要科学规划，合理增加
投入，力争使校医院逐步达到独立胜任学生和教职工体检工作的能
力水平。 

4.2.校医院缺乏专业卫生技术。由国家教委、卫生部颁布并实
施的《学校卫生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应按学生人数 600:1 的比
例配备专职卫生技术人员，但学院为 937:1 的比例，远远大于要求
比例，专业卫生技术人员严重不足。学院领导要切实关注校医院目
前存在的问题，关心校医院的发展。校医院应加入昌吉市的医联体，
实施分级诊疗制度，推行双向转诊制度，应按照疾病的轻重缓急及
治疗的难易程度进行分级治疗。 

4.3.校医卫生人才队伍专业技术水平较低，需要不断学习新技
术、新知识。学校卫生人才队伍是促进学校卫生工作顺利开展的重
要保障［7］，提高学校卫生人力资源质量的关键是加强对医护人员的

业务能力培训［8］。学院要为校医院医护人员提供更多外出参加业务
培训或相关学术研讨机会；学院要有计划分批对所有医护人员进行
各种形式卫生专业培训，更新知识结构、拓展知识面、增强现代健
康观念，使其掌握学校卫生工作技能，为师生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
务。 

5.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校医院要做好常规工作，着眼于开展健康教育

和健康促进，培育和引导师生健康意识，营造健康环境；认真开展
学生健康评估，精准掌握健康状况，着眼于对师生实施健康监测和
健康管理，提升师生自我健康能力；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着眼于
自身应积极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申请独立成立以高校命名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充分利用高新区的地域优势和政府优惠政策［9］，为
师生提供更好的综合性医疗服务。这样才能肩负起校医院在公共卫
生中的职责担当，与学院各职能部门通力协作，为学院提高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提供有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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