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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卫生事业发展中，基层医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是国家卫生事业的主要力量，还是构建

“健康中国”的重要力量。此外基层医疗机构还承担着应对重大疫情的重任，因此加强医疗机构的应对

能力和培养专家团队，已成为实现我国医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所必须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基层医院高质

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必须面对的能力提升。同时，在当前形势下，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存在于基层医院中的

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基层医院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效率和能力。因此，

本文主要针对现状分析、存在问题与不足、对策和建议三个角度，就如何加强我国医疗机构的应对能力，

促进我国医疗机构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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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ssroots hospitals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health services. They are not 
only the main strength of 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but also an important force for building 
“Healthy China”. In addition, primary medical institutions also bear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coping with major epidemics.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response capacity of medical institu-
tions and training expert teams have become a major problem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medical cause, as well as an indispensable capacity improvemen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ospitals.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we 
also need to recognize some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existing in primary hospitals. These prob-
lems directly affect the efficiency and ability of primary hospitals to respond to public health emer-
gencies.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vides suggestions on how to strengthen the response capacity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current situation analysis, existing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and 
decision-making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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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立医院，尤其是基层医疗机构，在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伴随着公众对健康的需求越来越高，一些可能导致严重公共卫生危机的情形，例如突发的大规模疫情爆

发、严重的职业或食品污染事件，以及未知疾病的集体感染等。可能对公共卫生造成深远影响，这就需

要基层医院采取有效措施以应对潜在的风险与挑战。这直接事关生命健康及社会经济的平稳持续性发展

[1]。贵州的农村基层医疗设施，特别是乡村卫生院，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与压力[2]。本文遵循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指导原则，结合医院应急工作的实际情况，并参考国内外救援的

丰富经验，初步分析当前基层医院在卫生应急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积极

探索相应的解决方案，以期推动基层医院卫生应急管理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为提升实践效果提供有益的

参考。 

2. 基层医院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现状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就面临着极大的威胁，国家医疗体系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这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危害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还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

带来严重破坏，容易导致次生灾害和多种风险叠加共振。其不确定性、传染性、复杂性、系统性等特征

对传统应对治理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3]。面对疫情的处理也成功地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应对和处

置提升到了更令人关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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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急能力体现了一个组织或部门在面对危机时预防、控制、处理事件的能

力,包括了监测预警、快速反应、前期控制、专业救援、支援保障、信息收集与管理和事后处理等内容。

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得出，我国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的研究较晚，随着时代和政策的改变，

我国对应急能力建设的研究也逐渐从政府组织延伸为医院等非政府组织。基层医院作为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关口，其应急能力体现了基层医院是否具备快速启动应急预案的能力，是否能有效地组织指挥

调度。为此，提高基层医院应对突发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3. 基层医院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近年，我国各级政府已逐步完善了应急工作的制度，但是，作为第一个直接接触和响应的基层医疗

组织，其在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还表现出许多的不足与缺失。特别是突发事件的处理体系和能力需

要进一步提高。基层医院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前线，承担着大量的卫生应急处置工作[4]。但

是，从我国目前的基层医院应急能力来看，与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要求相比，还

存在很多问题及挑战。 

3.1. 缺失配套管理体制支撑 

现行管理规程尚不完备，且缺乏足够的实战经验，这使得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难以迅速调

整策略，从而影响了应急预防工作的效果[5]。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基层医疗机构，还存在许多问

题，例如专业性人才缺乏、管理协调能力较差、缺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预案、院感防控意识薄

弱，发生疫情后存在院感防控漏洞等，需要有配套的管理体制做支撑。 

3.2. 尚未建立起专业化的技术队伍 

专业人员的短缺和他们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方面的知识局限，直接导致了实际操作中的进度迟

缓和困难增多，有时甚至出现混乱无序的情况。现有技术人员在个人能力和专业素养方面仍有待加强。 

3.3. 信息化建设滞后信息化建设滞后 

应急预备力量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应急处理能力与管理标准不符，以及缺乏完善的应激

管理体系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医院整体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管理

体系的优化，提升技术人员的专业能力，完善信息化建设，并构建专业化的技术队伍，以应对当前和未

来的公共健康危机[6]。 

4.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建设的基本要求 

4.1. 具备完善的应急管理体制 

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

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7]。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

一旦发生，不仅给群众带来经济损失，而且会给社会带来巨大危害。因此，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

工作是医院作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所义不容辞的责任。针对提高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的建设上，

目前我国分在国家、省级、市级及地区、县级层面，均设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建立了各级

政府领导下的卫生应急管理体系[8]。 

4.2. 医疗机构作为应急能力建设的主体 

全国医疗机构中，公共卫生应急工作以公立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为主，其数量分别占总数量的一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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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9]。因此，基层医院，即县及县以下医疗机构及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卫生应急工作的主

体。基层医院需要相应的应对能力建设，其中需要医护人员接受相关专业的知识与技能培训。如医务人

员能够熟练掌握使用各种预防保护用品；能够熟练使用核酸检测试剂盒、抗体检测试剂盒[10]；能够熟练

掌握基本的医学技能和应急处置技能；能够熟练使用各类急救设备等基本技能要求。 

5. 基层医院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建设思考 

5.1. 应急能力建设是基层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医院需要实现全面优质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应急能力建设无疑成为了医

院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11]。对于医院来说，应急能力建设并非单纯的突发事件应对，而是一种综合能

力体现，涵盖了危机意识、应急预案、资源调配、人员培训等多个方面。可以从下几个方面进行加强： 
加强应急管理意识：为了提高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基层医院需时刻准备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还需

要确立正确的并有远见的响应策略观念作为基础[12]。有全面协调策略对于这类特殊的情况来说仅仅依靠

单一机构或个人是无法完成任务的，需要各个领域的人们共同参与、协作分工才能实现有效的整体治理

方案。并在这种策略指导下，制定科学、合理的应急预案：确保在危机发生时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

合理调配资源，保证在应急状态下，各类医疗资源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 
加强信息化建设：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地方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等因素，基层医院在信息化建设

上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基层医院的信息化建设仍不健全，不能做到“互联网+”和远程会诊[13]；二是

基层医院的信息化建设缺乏统一规划和有效管理，导致各地区信息化发展不平衡；三是基层医院的信息

系统缺乏统一规划和有效管理，导致各地区、各医院之间的信息不能共享；四是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基

层医院投入不足，导致基层医院的信息化建设水平较低。因此，提高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

力需要加强基层医院的信息化建设。同时，为了达到优秀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效率，必须保证在

人力、物资、财务、信息和技术等各个领域都有充足的储备。对于信息化建设指导应急物资储备，日常

加强教育培训，定期组织实战、联合演练，均需要作为医院高质量发展主抓手的信息化建设，具体涉及

业务应用、信息平台、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新型技术[14]。 
组建紧急管理团队：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下，基层医院应当组建一支具有高素质和丰富经

验的紧急管理团队。这个团队由卫生行政部门主导，并与疾病控制中心、基层医疗机构以及社区合作，

在顶层设计的指引下进行持续发展的系统信息化工程，从而使其能够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务[15]。 

5.2. 应急能力建设策略需要纳入基层医院高质量发展计划 

基层医院的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将基层医院建设成更加具备服务能力、诊疗手段和专业技术的现代

化医疗机构。医院应急管理人员要充分认识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挑战，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做好

应对准备。同时，基层医院要对自身工作进行全面梳理，针对不同环节制定防控措施，在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防控中提高应对能力[16]。本文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出发，结合基层医院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基层医

院提高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建设进行了分析与思考。针对当前我国医疗机构的发展中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通过加强政策引导，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增强人才培养、提高应急培训等措施，有效地提

高了我国医疗机构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能力和水平。 

5.3. 结合基层医院市级实施应急能力建设策略 

基层医疗机构则需要根据其所在地区的实际突发公共健康危机的管理需求来设定合适的地区紧急情

况控制系统，并持续更新和优化该系统的元素以保证其实用性、稳健性、独特性和灵活性。需创建涵盖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7175


陶方月 等 
 

 

DOI: 10.12677/mm.2024.147175 1517 现代管理 
 

各个时期(如预备期、爆发期、警报期、救济期)的紧急情况管理计划，以确保在出现突发卫生问题的时候

能按照既定的规则和步骤执行各种阶段的工作，从而提升对于突发问题的掌控力[17]。同时，也应该适应

现代疫情防控的特点，打造全面的检测与警告系统，设立网络监控等预警项目，以此更有效地履行监测、

整合现有的资源等工作职责，以应对突发性的公共卫生危机[18]。总之，作为处理和管理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主要场所，基层医院应从医院高质量需求出发，加强应急处置能力建设，构建健全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管理制度。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和医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能力，保障

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安全。 
为了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使基层医院能真正成为“人民满意的医疗机构”，应加快推进我国

医疗机构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和建设[19]。《基层医院突发公共卫生管理应急能力建设研究与探讨》一文

明确指出，医院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应急能力的建设。因此，应优先采取一体化管理模式，建立专业化

的管理团队，持续优化和提升组织管理水平。同时，文章强调坚持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提升科学防控

意识，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推广卫生应急专业培训平台，制定突发事件处置经验等措施。在提高

医疗机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同时，推进我国基层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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