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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区县卫生应急能力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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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４１００４７；２．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４０００１６）

　　摘　要：目的　了解重庆市区县卫生应急的核心能力。方法　对重庆市３９个区县的卫生行政、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医

疗等承担卫生应急工作的主要医疗卫生部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８４．６２％的区县政府将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纳入了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和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７６．９２％的区县政府将卫生应急专项工

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８９．７４％（３５／３９）的区县由本级政府制定下发了本级的《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５８．９７％的

区县有由编制部门设置的卫生应急办公室。所有的区县均组建了卫生应急队伍。７９．４９％的区县制定了卫生应急储备管理制度。

９４．８７％的区县开展了卫生应急宣传工作。８９．７４％的区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定期开展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总结。所有区

县均及时开展了卫生应急处置工作。６９．２３％的区县将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纳入因公致病、残、死的补助和抚恤等制度保障范

围。结论　重庆市卫生应急体系已基本建立，但基础依然薄弱，卫生应急体系需进一步完善，物资装备亟待加强，宣传教育效果不

佳，卫生应急能力建设是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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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能力是应对紧急事务的管理能力，它是减缓、准备、响

应和恢复这４种能力的复合。应急能力评估是应急管理工作

的基础，可以识别卫生应急工作中较为满意和需要改进之

处［１］，保持和促进应急能力发展。其评估不仅需要评价核心职

能的履行情况，还要评价有效应对未来该领域中需求和挑战的

潜力［２］，即对应急的４个环节进行综合评价；国内外近年来在

理论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美国的ＣＡＲ应急准备能力评

估程序［３４］，日本的防灾能力评估体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

应急能力评估、疾病预防控制系统卫生应急能力评估、城市应

急能力评估等［５６］。本文参考这些研究经验，主要针对管理层

面的应急管理能力从８个维度，利用问卷对重庆市３９个区县

进行卫生应急能力现况调查，旨在了解全市卫生应急能力现

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探讨下一步建设的思路。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使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一设计的

调查问卷。对全市３９个区县卫生行政、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

督、医疗等承担卫生应急工作的主要卫生部门进行调查。内容

包含体系建设、应急队伍建设、装备储备、培训演练、宣教科研、

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和善后评估８个方面。

１．２　质量控制　制定统一的培训教材，逐级培训调查；制定统

一的质控方案；统一对调查表进行审核。调查数据进行平行双

录入。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双录入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检验水准α＝０．０５，双侧检验，

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体系建设

２．１．１　政策保障　８４．６２％（３３／３９）的区县政府将卫生应急体

系建设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

系建设“十二五”规划和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７４．３６％

（２９／３９）的区县卫生管理部门制定实施了本级“十二五”卫生应

急建设和发展规划，并按照规划内容依步骤顺利推进。

２．１．２　经费预算　７６．９２％（３０／３９）的区县政府将卫生应急专

项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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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区县卫生应急经费情况

经费
已实现区

县［狀（％）］

中位经费数

（万元）

最低额度

（万元）

最高额度

（万元）

卫生应急日常工作经费列入

财政预算

３０（７６．９２） １０ ３ １５０

有卫生应急相关专项项目建

设经费安排

２１（５３．８５） － － －

卫生应急储备经费预算 ２１（５３．８５） ２０ １０ １５０

需要可及时获得追加经费 ３５（８９．７４） － － －

　　－：此项无数据。

２．１．３　预案体系　所有区县均制定了经当地政府批准并以正

式文件下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８９．７４％（３５／３９）

的区县由本级政府制定下发了本级的《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

救援应急预案》。区县卫生行政、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医

疗机构制定了相关预案的比例分别为１００．００％，９７．４４％，

９７．４４％和１００．００％。

２．１．４　体制建设　５８．９７％（２３／３９）的区县有由编制部门设置

卫生应急办公室（含挂靠设置）。所有医疗卫生机构均指定了

部门负责卫生应急工作。见表２。

表２　　区县卫生应急日常管理机构设置情况［狀（％）］

设置类别 区县数量

编制部门在卫生行政部门独立设置卫生应急办公室 ２３（５８．９７）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独立设置卫生应急办公室 ２（５．１３）

卫生监督机构独立设置卫生应急办公室 ３（７．６９）

医疗机构独立设置或自行指定科室负责应急工作 ３９（１００．００）

２．２　应急队伍　所有区县均建立了本级和专家库，其中专家

库最多１３０人，最少７人，合计１６３８人；９４．８８％（３７／３９）的区

县建立了卫生应急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最多１３０人，最少５

人，合计９１５人。所有区县均组建了卫生应急队伍，共１３７支，

３４７７人。７１．７９％（２８／３９）的区县专业类别齐全，涵盖了应急

管理、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中毒处置、核和辐射处置、紧急医

学救援、心里救援等各个专业领域。

２．３　装备储备　７９．４９％（３１／３９）的区县制定了卫生应急装备

仓储、管理、调配、维护、更新等管理制度，７４．３６％（２９／３９）的区

县制定了本级的卫生应急物资储备目录，其中有５１．７２％（１５／

２９）的区县按照目录落实了储备。７９．４９％（３１／３９）的区县制定

了应急队伍装备管理办法，其中４８．３９％（１５／３１）的区县队伍

按照准备目录配齐了装备。

２．４　培训演练　开展全员卫生应急培训、应急指挥决策培训、

专业 骨 干 培 训 的 区 县 比 例 分 别 为 ８７．１８％、７４．３６％ 和

８２．０５％，考核合格率均在９５．００％以上；培训人员覆盖全区

乡、村所有医疗卫生单位；所有区县均开展了卫生应急演练，内

容全面，涵盖了自然灾害、食品中毒和传染病等方面；形式丰

富，有乡镇分批演练、各单位内部演练、部门联动演练等。

２．５　宣教科研　９４．８７％的区县开展了卫生应急宣传工作，其

中７４．３６％的区县制定了公众宣传教材，５１．２８％的区县与新

闻媒体建立了卫生应急宣传的协作机制，４８．７２％的区县开展

了志愿者的卫生应急知识宣传。全市各个区县学生平均知晓

率为７８．７１％（犚＝１００．００％－５２．００％），群众平均知晓率

７９．４６％（犚＝１００．００％－５９．１０％）。其中城市地区合计平均

知晓率７３．８８％（犚＝９３．９０％－５８．１０％）；农村地区合计平均

知晓率８１．８３％（犚＝１００．００％－５８．２０％）。１５．３８％（６／３９）的

区县开展了卫生应急应用性课题研究。

２．６　监测预警　覆盖全市所有区县的卫生应急指挥决策系统

建成并运行。８７．１８％（３４／３９）的区县制定了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工作规范；８９．７４％（３５／３９）的区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定期开

展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定期分析和总结。全市疾病监

测系统均有专人管理，运转正常，突发事件报告率、报告及时

率、网络 直 报 率、报 告 完 整 率、事 件 评 估 率 等 均 达 到 了

１００．００％。

２．７　应急处置　所有区县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均组织专业人员

及时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但处置工作欠规范。见

表３。

表３　　卫生应急处置情况［狀（％）］

项目 区县数量

及时组织专家对事件进行评估 １５（３８．４６）

及时制定并下发专项工作技术方案 ２１（５３．８５）

及时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核实事件，收集信息并

采取控制措施

３２（８２．０５）

及时调查处理了应急处置工作中的违法行为 ８（２０．５１）

及时开展现场快速检测 １９（４８．７２）

对现场调查工作进行了评估 ７（１７．９５）

必要时及时开展心理干预工作 １０（２５．６４）

２．８　善后评估　６９．２３％的区县将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纳

入因公致病、残、死的补助和抚恤等制度保障范围。其中区县

制定征用物资归还和补偿制度、人员补助制度、奖惩制度的比

例分别为５３．８５％、４６．１５％、４８．７２％、５３．８５％的区县制定了

卫生应急处置、医疗救援（大型活动保障）的个案评估制度，其

中有１０个区县执行了该制度。

３　讨　　论

通过评估看出，重庆市卫生应急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卫生应急体系初步建立。所有区县、所有医疗卫生机构有人、

有机构在负责卫生应急工作，卫生应急指挥决策信息平台覆盖

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应急的制度、预案和联动机制逐步得

以建立和运行。但也发现基层卫生应急管理体制仍待继续完

善，突出表现在：独立设置卫生应急办的区县少（仅４１．０２％），

经费保障力度远远不够，还有２３．０８％的区县未将卫生应急日

常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４６．１５％的区县未建立卫生应急储

备金制度；另外善后机制也亟待建立，有３０．７７％的区县没有

将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纳入因公致病、残、死的补助和抚恤

等制度保障范围。卫生应急处置能否取得好的效果，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日常的准备，而准备工作就需要专门机构去管理，需

要专人去思考和实施，需要专项经费予以保障。因此，政府应

从顶层设计上着手，依托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和应急体系建

设规划纲要等纲领性文件，重点解决机构编制和经费预算，将

相关内容纳入目标考核内容予以推进，逐步建立政府主导、财

政支持、卫生部门实施的卫生应急人员机构、物资储备和经费

保障的长效机制［７］。

卫生应急队伍是应急处置的重要力量，而应急装备和物资

则是应急队伍能否充分发挥作用、提高应急能力的关键因素。

本次评估结果反映出，通过近年来的大力建设，各区县均组建

了本地的专家组和应急队伍，但队伍的装备和物资储备却明显

不足，有４１．０３％的区县没有应急装备和物资储备。从汶川地

震救援到芦山地震救援反映出，没有良好的应急装备和充分的

物资储备，就不会有好的卫生应急救援效果［８９］。因此，政府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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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强化卫生应急队伍的物资装备建设，通过制定建设规划，设

立专项经费，逐年逐步装备到位。

本次评估也发现，所有事件均得到及时处置，但工作的规

范性仍需提高，有６１．５４％的区县未及时组织专家对事件进行

评估，４６．１５％的区县未制定处置技术方案，８２．０５％的区县未

对现场调查工作进行评估，反映出事件处置模式仍然是“经验

式”和“粗放式”，这不利于卫生应急处置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

化。因此，必须通过制定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规范

和技术指南，完善专家会商、辅助指挥决策、措施效果评估等工

作机制，并加大培训和演练力度，提高卫生应急处置的科学性

和规范性。

社会动员是卫生应急工作的重要内容，对提高群众应急能

力以及对政府采取卫生应急措施的依从性具有重要意义。而

本次评估结果反映出群众的卫生应急知识知晓率较低

（７９．４６％），学生的平均知晓率也仅为７８．７１％。究其原因主

要就是卫生应急宣传教育重视程度不够，有近３０．００％的区县

未制定公众宣传资料，近５０．００％的区县没有与新闻媒体建立

卫生应急宣传协作机制。志愿者的建立和培训是卫生应急社

会动员的重要抓手，然而仅有４８．７２％的区县开展了志愿者的

卫生应急知识宣传。政府应将卫生应急社会动员纳入重要的

议程，制定完善的制度和方案，通过“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

进学校”等形式，广泛开展卫生应急科普宣传，提高公众自救能

力。加强与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联系，进一步完善卫生应

急志愿者队伍建设，努力使其成为卫生应急的重要补充力量。

本次评估还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对卫生应急能力有影响，

相关分析发现，各区县卫生应急能力评分和２０１２年各个区县

的ＧＤＰ进行呈正相关（狉＝０．３５，犘＝０．０２９），经济较发达的区

县在应急能力方面评分普遍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与广东省

调查结果一致［１０］。这是因为卫生应急属于公共产品范畴，主

要依靠政府供给，不同财政状况决定了其投入的差异，必然导

致能力差异，所以上级政府应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卫生应

急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稳定、适宜的投入机制，进行资源优

化调整，保证各地区应急能力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１］ 邓文峰，郑双忠，刘功智，等．城市应急能力评估体系研究

［Ｊ］．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２００５，１（６）：３３３６．

［２］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Ｊ，ＢｒｙａｎｔＭ．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ｎｅｘｔｂｕｚｚｗｏｒｄｓ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

ｎｉｎｇｏｒａｔｒｕｌｙｎｅｗ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ＢＭＣ

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２，１２：５３１．

［３］ ＬｅｖｉｎｅＨ，ＢａｌｉｃｅｒＲＤ，ＬａｏｒＤ，ｅｔａｌ．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ｏｐ

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Ｉｓｒａｅｌｉ２００９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ｖａｃｃｉｎａ

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Ｊ］．ＨｕｍＶａｃｃｉｎ，２０１１，７（１０）：１０７７１０８２．

［４］ 许斌，张晋昕，王金平．广东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

系的初步评价［Ｊ］．医学信息：下旬刊，２００９，１（９）：１９．

［５］ 高力军，郝艳华，宁宁，等．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人

员应急能力测评开展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Ｊ］．中国卫生

资源，２０１３，１６（１）：２０２２．

［６］ 迟娜娜．城市灾害应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Ｄ］．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２００６．

［７］ 王陇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理论与实践

［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８：３６４０．

［８］ 贾群林，陈莉．汶川地震现场救援行动存在问题分析［Ｊ］．

上海医学，２０１２，３５（７）：６１９６２０．

［９］ 黄田海，王国威，朱艳．对市级卫生应急队伍装备建设的

思考［Ｊ］．重庆医学，２０１２，４１（２４）：２５６６２５６７．

［１０］代吉亚．广东省各级疾控中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

力现况调查［Ｄ］．广州：中山大学，２０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２０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０９）

（上接第１１００页）

　　 ｋｅｒａｔｏ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０３，２４

（２６）：４７２９４７３９．

［５］ＬａａｔｔａｌａＫ１，ＨｕｈｔｉｎｅｎＲ，ＰｕｓｋａＭ，ｅｔａｌ．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ｍ

ｐｏｓｉｔｅｆｏｒｋｅｒａｔｏ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ｉｓｓｋｉｒｔ［Ｊ］．ＪＭｅｃｈＢｅｈａｖＢｉ

ｏｍｅｄＭａｔｅｒ，２０１１，４（８）：１７００１７０８．

［６］ 许凤兰，李玉宝，李吉东，等．多孔纳米经基磷灰石康乙烯

醇复合水凝胶的表征［Ｊ］．生物材料，２００５，１７（５）：５９９

６０２．

［７］ＣａｍｐｏｃｃｉａＤ１，ＭｏｎｔａｎａｒｏＬ，ＡｒｃｉｏｌａＣＲ．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

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ｆｏｒ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Ｊ］．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３，３４（３４）：８５３３８５５４．

［８］ ＡｒｖｉｎｄＳｉｎｈａ，ＧａｕｔａｍＤａｓ，ＢｉｎａｙＫｕｍａｒＳｈａｒｍａ，ｅｔａｌ．

Ｐｏｌｙ（ｖｉｎ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ｈｙｄｒｏｘｙａｐａｔｉｔｅｂｉｏｍｉｍｅｔｉｃｓｃａｆｆｏｌｄ

ｆｏｒｔｉｓｓｕｅ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Ｊ］．Ｍ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ｇ，２７（１）：７０７４．

［９］ 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Ｈ，ＫａｔｏＭ，ＴｅｔｓｕｓｈｉＭ，ｅｔａｌ．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ｉｍｍｏ

ｂｉｌｉｚｅｄＰＶＡｈｙｄｒｏｇｅｌｈｙｄｒｏｘｙａｐａｔｉｔ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ｋｎｅａｄ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ｓ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ｆｏｒ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ｃｕｆｆ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ｃｏｒｎｅａ［Ｊ］．Ｍ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ｇ，２００４，２４（８）：７２９７３５．

［１０］ＳｍｅｔａｎａＫＪｒ１，ＬｕｋáｓＪ，ＰａｌｅｃｋｏｖáＶ，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ｌｓｏｎｔｈｅ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ｈｅ

ｎｏｔｙｐ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ｍｏｎｏｃｙｔ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ｆａｌｅｃｔｉｎｓ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ｂｉｎｄ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Ｊ］．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１９９７，１８（１４）：１００９１０１４．

［１１］ＥｌｂｅｒｔＤＬ，ＨｕｂｂｅｌＪ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ｆ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ｆｏｒｂｉｏ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６，２６：３６５３９４．

［１２］ＳａｎｄｅｍａｎＳＲ１，ＪｅｆｆｅｒｙＨ，ＨｏｗｅｌｌＣＡ，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ｎｖｉｔｒｏ

ｃｏｒｎｅａｌｂｉｏ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ｈｙｄｒｏｘｙａｐａｔｉｔｅｃｏａｔｅｄｃａｒｂｏｎ

ｍｅｓｈ［Ｊ］．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０９，３０（１８）：３１４３３１４９．

［１３］ＬｅｇｅａｉｓＪＭ１，ＲｅｎａｒｄＧ，ＰａｒｅｌＪＭ，ｅｔａｌ．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ｆｌｕｏｒｏ

ｃａｒｂｏｎｆｏｒｋｅｒａｔｏ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ｉｓｃｅｌｌｉｎ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

ｃｙＥｘｐ［Ｊ］．ＥｘｐＥｙｅＲｅｓ，１９９４，５８（１）：４１５１．

［１４］ＵｃｈｉｎｏＹ，ＳｈｉｍｍｕｒａＳ，Ｍｉｙａｓｈｉｔａ Ｈ，ｅｔａｌ．Ａｍｎｉｏｔｉｃ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ｄｐｏｌｙ（ｖｉｎ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ｈｙｂｒｉｄｐｏｌｙ

ｍｅｒａｓａ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ｃｏｒｎｅａ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ｔｈａ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ａｓｔｒａｔｉ

ｆｉｅｄ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ｃｏｒｎｅａｌ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Ｊ］．ＪＢｉｏｍｅｄ

ＭａｔｅｒＲｅｓＢＡｐｐｌ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２００７，８１（１）：２０１２１６．

［１５］ＭｉｙａｓｈｉｔａＨ，ＳｈｉｍｍｕｒａＳ，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Ｈ，ｅｔａｌ．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ｄｐｏｌｙ（ｖｉｎ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ａｓａ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ｃｏｒｎｅａ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ｔｈａ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ａ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ｃｏｒｎｅａｌ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Ｊ］．Ｊ

ＢｉｏｍｅｄＭａｔｅｒＲｅｓＢＡｐｐｌ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２００６，７６（１）：５６６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０２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１２）

３０１１重庆医学２０１４年３月第４３卷第９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