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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管理!

高原地震灾后卫生防病应急措施的探讨

肖邦忠!何亚明#

"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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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生
7<'

级强

烈地震#震中位于玉树县结古镇#截至
%

月
9%

日#受灾人口达

'&

万人#死亡
99&8

人#失踪
78

人#受伤
'9'86

人'来自全国

各地的抗震救灾人员*医疗援助人员奔赴灾区#抗震救灾'在

紧急医疗救援之后#灾后卫生防病成为主要的任务'

%

月
'6

日#重庆市派出了疾控人员前往玉树支援灾后防病应急'现将

防病应急措施探讨如下'

?

!

调查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及流行病学描述性研究#通过走访灾区居

民*询问当地卫生情况#了解玉树地震灾后存在的卫生问题#评

估疾病流行的风险'通过调查了解玉树地震灾后存在的卫生

问题#分析地震灾后可能发生和流行的传染病'根据评估疾病

流行风险因素及分析地震灾后可能发生和流行的传染病#提出

地震灾后卫生防病应急对策与措施'

@

!

玉树地震灾后疾病流行的风险评估

@<?

!

环境卫生问题
!

受灾居民和救灾人员近
'&

万人#全部住

宿在野外的临时帐篷'大量的生活垃圾遍地都是#生活污水随

地倾倒#为数很少的临时厕所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加之藏族居

民有随地大小便的习惯#河边*旷地均可见粪便#环境卫生极

差#惟一一条从雪山上流下的扎西玛河河水受到严重污染'

@<@

!

饮用水卫生问题
!

玉树县城自来水灾后水源受到严重污

染#水厂设施被破坏#自来水供应被迫停止'受灾居民和来自

全国各地的救灾人员的饮用水主要靠外界运输的矿泉水#有少

数救灾单位到近百公里外运输饮用水'由于饮用水运输困难#

不能满足灾民和救灾人员的供应#故有的灾民和救灾人员将受

到严重污染的河水作为饮用水'生活饮用水成为灾民和救灾

人员的重要问题'

@<A

!

饮食卫生问题
!

灾民和救灾人员#很难做到饮食卫生'

灾民和救灾人员主要食用干粮#很少食用米饭和蔬菜#蛋白质*

脂肪*维生素等营养难以满足'

@<B

!

高原气候恶劣
!

玉树平均海拔
%6&&O

#灾民和救灾人员

主要住宿在海拔
85&&O

左右的地方昼夜气温变化极大#中午

96

!

8&Z

#夜间
X'&

!

&Z

'空气稀薄*气候寒冷#救灾人员难

以适应#严重影响工作*休息及健康'

A

!

疾病流行的潜在危险

灾民和救灾人员居住点环境卫生极差#生活饮用水卫生无

法得到保障#饮食卫生及个人卫生难以达到要求#极易发生肠

道传染病流行&当地以牧区为主#是藏狗养殖基地#是炭疽和包

虫病等寄生虫病的流行区#容易引起炭疽的流行和寄生虫病感

染(

'09

)

&玉树地处青藏高原#是鼠疫历年的疫源地#鼠类和旱獭

在地震后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可能导致活动异常#容易引起

鼠疫流行(

80%

)

&时处春季#人口居住密集#人群来源复杂#存在季

节性流感和甲型
R')'

流感流行的潜在危险&地震之后#免疫

接种处于停滞状态#其相关疾病存在相继发生的危险'

B

!

卫生防病的应急对策与措施

针对当地高原地区的恶劣环境#灾民的卫生行为落后的特

点#以及存在环境*饮食*饮水卫生差#存在疾病流行的潜在危

险因素#提出以下卫生防病应急的策略和措施'

B<?

!

卫生防病应急对策
!

$

'

%专家指导!国家组织有经验的地

震灾后卫生防病专家#评估灾后传染病流行的风险#制定卫生

防病应急方案(

6

)

'$

9

%组织卫生防病应急专业技术队伍!在全

国范围组织适应高原环境并有卫生防病应急经验的专业技术

人员#进入灾区卫生防病应急工作(

?

)

'$

8

%建立当地卫生防病

队伍!组织当地有一定文化和卫生知识人员#强化卫生应急培

训#整合在专业技术队伍中#共同开展卫生防病应急工作'$

%

%

开展针对性强的卫生防病应急!针对地震灾后的卫生问题和传

染病流行的潜在危险实施各项卫生防病应急措施'

B<@

!

卫生防病应急措施
!

$

'

%加强疫情监测(

7

)

!以各医疗网点

为症状监测和疫情监测点#逐日报告监测症状和疫情#分析病

例和疫情动态变化'及时发现疫情#快速处置#防止蔓延&$

9

%

整治环境卫生!建立临时厕所#宣传和教育灾民到厕所大小便#

将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规范垃圾收集堆放#采取分散焚烧或

消毒之后深埋等办法进行处理#防止垃圾乱扔乱放#防止污染

环境&$

8

%解决饮用水问题!一方面寻找较为清洁水源#采用消

毒药剂进行临时消毒#解决灾民和救灾人员饮用水和生活用

水&另一方加强饮水监测#掌握水质状况#强化消毒措施#保障

居民饮用水卫生(

5

)

&$

%

%指导饮食卫生!努力做好粮食*蔬菜和

副食品供应#加强灾民饮食卫生宣传与指导#尽力改变不良卫

生行为#防止食品污染和食品腐烂变质'统一规范救灾人员餐

饮地#加强炊事人员卫生指导#保障救灾人员饮食卫生'保障

蔬菜*脂肪*蛋白质营养供应#防止维生素等营养缺乏&$

6

%恢复

常规免疫接种!采取各种方式#恢复儿童免疫常规接种#防止免

%'98

重庆医学
9&''

年
''

月第
%&

卷第
8'

期



疫相关疾病的发生和流行&$

?

%防止救灾人员过剩!根据灾情实

际情况和各种救灾实际需要#组织救灾人员#严格控制救灾人

员数量#由于高原气候环境恶劣#为防止高原缺氧反应#以抽调

适宜高原气候人员进入灾区#防止人员过多#减少各种保障压

力和救灾人员的卫生防病任务&$

7

%鼠疫监测!在灾民和救灾人

员安置点一定的范围内#开展旱獭*鼠类活动和疫情监测#发现

疫情迹象#及时预警#采取相关应对措施&$

5

%加强防病健康教

育与卫生宣传!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健康教育与卫生宣传#尽力

改变灾民不良卫生行为和生活习惯#增强防病意识'对救灾人

员*医护人员宣传对鼠疫*炭疽寄生虫病等防治知识#提高防护

意识'

B<A

!

效果评估
!

通过以上卫生防病应急策略及措施的实施#

玉树地震灾区卫生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疾病流行风险因素得以

控制#使灾区传染病发病率明显降低#有力保障灾区救援和重

建工作的顺利开展'

G

!

结
!!

论

玉树地震是继汶川大地震之后的一次强烈地震#使灾区居

民遭受到一场严峻的灾难'地震灾后的卫生防疫应急是保障

当地居民免受次生灾害的重要措施#汶川大地震之后的卫生防

病应急取得了大灾之后无大疫的突出成就#是我国公共卫生事

业发展史上规模空前*成效卓著的一次实践行动(

:

)

'玉树地震

情况不同于汶川#虽然地震的级别和强度不如汶川#波及范围*

人口密度和受灾面积不如汶川#但是#灾后防病的难度大于汶

川#地处高原缺氧环境#内地救援人员进入灾区都不同程度出

现高原反应&每天都有沙尘暴#哪怕仅离帐篷
9

!

8O

#当沙尘

暴来时#无法进入帐篷&温差极大#白天气温可达
9&Z

以上#夜

间气温降至
X'&Z

以下&救灾人员吃不到热食和新鲜蔬菜#只

有食用干粮#喝矿泉水&没热水洗脸洗脚#没有水洗手&语言不

通#等'地震之后传染病发生和流行不仅在灾民中发生#而且

也容易在救灾人员中发生'恶劣气候环境和藏民语言不通的

阻碍#卫生防病应急难度大'针对这些因素和工作难点#提出

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组织专家指导#调集全国有地震灾后防

病工作经验和适应高原气候环境的专业技术人员进入灾区#与

当地卫生防病队伍整合#共同开展卫生防病应急工作#有利于

应急措施的落实'

地震之后#灾民集中安置#加之救灾人员聚集#生活垃圾#

排泄物等对环境卫生影响严重#处理垃圾*修建厕所相当重要'

当地由于气温低#不适应苍蝇等昆虫及病原微生物孳生#对一

般环境可不用消毒杀虫'无生活饮用水#对灾民和救灾人员的

生活影响极大#很容易导致肠道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因此#解

决饮用水至关重要'

来自全国各地救灾人员数万人#每天食用干粮#不利于脂

肪*蛋白质和维生素等营养的补充#容易导致免疫力下降#发生

疾病#故应划定一定的范围建立炊饮场地#供应救灾人员的伙

食#同时炊饮场地相对集中#有利于食品卫生指导'

在灾民安置点建立医疗点#同时将疾病症状监测和传染病

疫情监测纳入其中#实行日报告制度#逐日分析就诊病例症状*

病情变化#指导防病工作的开展'发现传染病及时报告*及时

处理#防止蔓延'玉树地处青藏高原#鼠疫存在多种动物染

疫(

'&0''

)

#地震之后动物传染源活动特点很可能发生改变(

'9

)

#与

人群暴露的概率可能增加#加之外地人员进入灾区缺乏防治意

识#易引起疫情的发生'玉树也是炭疽疫源地(

'8

)

#地震之后一

方面炭疽菌暴露的概率增加#牲畜感染的概率加大'对这类自

然疫源性疾病在进行疫情监测指导的同时#还应加强动物疫情

及其人活动特点监测#及时发现疫情苗头#果断采取有效应对

措施#预防疫情发生(

'%

)

'

监测和震灾后卫生防病应急在汶川大地震之后国家高度

重视#但是不同的地震背景和疾病流行潜在因素的特点#卫生

防病应急对策与措施应有不同的针对性'作者未能在玉树经

历灾后卫生防病应急的全过程#仅以粗浅的见解予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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