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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dde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seriously endanger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safety. As a population gathering place, universities 
also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eventing sudde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School hospitals are important institutions for 
preventing public health incidents in universities, responsible for strengthening the safety and health awareness of all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aking preventive measures to maintain public health safety on campus. Sudden public health incidents in universitie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imperfections in the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of such incidents in school 
hospitals, which need to be improv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ctual work carried out by current university hospitals by collecting 
literature and materials,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such as establishing emergency plans and strengthening overall desig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university hospitals in preventing and responding to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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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医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及应对措施
唐寅

安徽建筑大学，中国·安徽 合肥 230000

摘  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严重侵害人们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高校作为人口聚集地，也肩负着预防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职责。
校医院是高校开展预防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机构，负责强化全校师生的安全卫生意识，采取防范措施维护校内公共卫生安
全。高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特殊性，现阶段校医院在预防和应对该类事件时存在不完善的部分，需要加以改进。论文
通过搜集文献资料，对当前高校校医院开展的工作实际进行分析，提出建立应急预案、加强统筹设计等策略，以期能够提
升校医院预防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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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社会大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造成

严重威胁，如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多人中毒等均属于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范畴。该类事件的影响范围很广，对群众的生命

健康造成危害的同时，还可能造成公共秩序混乱。高校一旦

发生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将导致高校运转停摆，造成教

学秩序混乱，侵害师生的生命健康。高校作为师生聚集的特

殊社会组织，人口相对集中，人流量较大，是防范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重点区域，高校校医院在其中更是扮演着不可替

代的角色。校医院在维护校内卫生安全和公共秩序方面承担

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论文

将基于目前校医院预防和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际情

况入手，探讨有效预防和应对策略，从而为高校乃至国家公

共卫生体系优化建设提供助力。

2 高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念与特点

2.1 概念解析
所谓突发公共事件，实际上是指可能影响、威胁社会

系统正常运行，危害社会大众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侵害公

共利益的危机事件。该类事件与基本社会价值规范相悖，需

要政府等有关部门在第一时间做出关键决策。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要求采取有效的

应急处理措施。

2.2 高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殊性
经过“非典”“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的冲击，近几

年高校校医院已经积累了一些应对和治理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经验，治理能力也在逐渐增强。但该类事件往往具有突

发性、不明确性，且传播速度相当快。高校是师生聚集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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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具有人员密集的特点，师生流动性较大，也因此高校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与处理有着特殊的要求，治理难度、治

理压力也相对更重。因此，高校往往要采取协同治理的方式

来开展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工作，领导机构、校医院和

后勤保障部门、师生都要参与到协同治理之中，需明确主体

权责关系，完善体制机制，采取内外协同的手段，做好提前

预防和有效管控。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因其具有特殊

性、复杂性，导致存在于高校的风险源较多。一旦出现疫情，

很可能导致波及范围扩散，甚至发生跨区域疫情。针对此种

情况，必须从根源入手，推动高校区域应急管理一体化发展，

准确把握高校生存和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区际联系，在区域

内构建起防控突发卫生公共事件的联动机制。当前高校已经

基本按照政府的要求实施区域联动防控治理，但整体来看，

还缺少预判思维。长期以来，高校对校内医疗机构的建设投

入不足，影响校医院在防控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效

果，现有的医疗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校医院缺少专业化应急

人才，校医院的防控能力还有待加强 [1]。

3 高校医院防控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遇
到的困难

高校校医院是校内唯一的医疗系统，肩负着监测师生

健康、开展健康安全宣传教育、对常见疾病、传染病提供救

治服务等职责。校医院要为全校师生的身心健康安全负责。

然而目前相关单位未能及时转变思想，对校医院的功能定位

存在偏差，将校医院定义为只能提供简单服务的机构。高校

对校医院的建设投入不足，师生对校医院不信任，校医院自

身产生怀疑，缺少健康服务检测和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意识。

一方面，对校医院的功能定位存在偏差。校医院是应

对和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机构，在发现潜在苗头时

需要第一时间提供处理和救治。校医院往往是遏制突发事件

的首要环节。然而，高校对校医院的建设投入有限，在设备、

资金投入方面存在欠缺，校医院机构部门不完善，已有的医

疗基础设施薄弱，存在设备设施老化的情况，医疗场所范围

较小，有些校医院甚至未能设置传染病隔离场所。在校医院

从事工作的人员有许多是退休返聘人员，或是一些应届毕业

生，他们往往不具备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经验不

足，一旦发生集体中毒、传染病等突发事件，校医院很可能

会措手不及，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反应速度较慢，处理能力

不足，导致传染疾病、中毒现象蔓延。

另一方面，目前缺少专业化医疗卫生队伍。高校是开

展常态化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场所，也是防控的重点、

难点，高校人员密集，队伍庞大，然而隔离场所数量有限，

建设资金不足，这些都给高校校医院应对处理公共卫生事件

增加难度。目前高校开展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处理的管理队伍

多为临时抽调，管理人员身兼数职，对专业公共卫生知识的

了解较少，也不能熟练应对应急管理方法和技巧，校医院现

有成员并不能独立应对工作任务，其防控和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还需提高 [2]。

4 高校医院强化预防和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
事件的有效举措

4.1 强化组织领导，制定科学、完善的应急预案
高校医院管理者要明确工作内容、工作职责，坚持将

维护全体师生的生命健康作为首要目标，将正确预防和处理

突发事件纳入工作体系中，优化开展防范和处置工作。应积

极协助学校，成立专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组织机构，

并制定完善、细致的规章制度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流

程，相关领导机构要协同全校师生严格按照所制定的规章制

度和工作流程开展防范和处理工作，确保该项工作能够持续

性运作。应当以高校领导班子为主导，协同校医院，构建覆

盖完善的检测网络，由专人负责监控管理，确保监测网络能

够有序运行，从而更及时地发现学校内部潜在的风险。发现

风险问题，第一时间开展行动，严格按照提前制定的预防和

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预案开展行动。日常需要根

据应急预案协助高校领导师生开展演练活动，保证全校全体

师生均能够参加教育培训，由校医院作为开展突发性公共卫

生事件防控主题教育培训的责任人。通过强化组织领导，制

定明确应急预案和加强教育宣传的途径，让全校师生、校内

各个组织机构能够在面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冷静、迅速地

采取应对措施，迅速行动。

4.2 做好公共场合卫生、食品卫生的规范管理
高校公共场合区域应制定详细明确的卫生管理办法。

比如高校图书馆、教室、食堂、宿舍等区域人员更加密集，

需要由专人做好水、电、环境卫生的安全管理。校医院应协

助相关后勤部门开展传染病等公共卫生安全管理工作，制定

明确、详细的卫生管理条例，并向全校师生展示，督促其严

格落实。在组织大型活动时，也需要有校医院负责对活动方

案进行检查，根据实际情况设定应急预案，在活动现场要

有医务人员待命，负责对在场人员提供安全卫生保健服务。

此外，高校要高度重视食品卫生安全，校医院应协同有关部

门制定完善的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制度，督促存在不合规行为

的食堂、校内超市等相关部门及时整改。为预防食物中毒、

食源性疾病，除了要制定详细的卫生安全管理办法，还需要

校医院做好宣传教育，提升师生的食品卫生安全意识。校医

院可以建设校医院网站，或是在学校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平

台面向师生宣传健康信息，提供健康咨询服务，或是发放宣

传手册，采取多种途径开展防控公共卫生安全的健康教育和

宣传活动，向广大师生普及预防、治疗传染性疾病、食物中

毒等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增强师生的防范意识，加强师生

自我保护、自我防御的能力。此外，还可以为师生提供有关

急诊急救知识的专业培训，提高师生的应急处理能力，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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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正确、冷静对待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在面对危急情况

时保持冷静、客观，不传谣、不造谣。校医院和相关部门应

向全校师生及时准确地发布有关信息，对有需要了解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师生提供咨询，方便他们能够及时了解突发事

件的实际情况。由校医院医务人员参与舆论引导，通过录制

短视频、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在社交媒体、校内宣传栏等

多种渠道做好舆论引导，缓解师生焦虑紧张的情绪，增加师

生的安全感，鼓励大家坚定信心，保持冷静理智，加强对真

实信息的关注，引导师生形成正确认识和恰当的应对处理态

度。校医院要协同有关部门针对该类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构

建应急处理机制。另外，对于食堂食品也需要校医院协同开

展监督检测，防止集体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4.3 打造专业化、高素质的应急处置工作队伍
要打造一支行动有素的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专

业队伍，由学校主管领导、院系主管领导为引领，专业医务

人员参与，辅导员配合落实行动。必要时可以聘请专家人员

对应急处置工作队伍进行演练和培训。在演练中，要以出现

可能性较高的公共卫生事件为重点，如传染疾病应急处置、

食物中毒应急处置等。通过开展专业化培训演练活动，帮助

应急处置工作队伍快速、准确掌握处理流程、处理规范，增

强该工作队伍的危机管理意识、应急协调能力和处置能力。

一旦发生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该队伍必须及时做出反应，

迅速启动预案，按照规范要求和流程开展行动。通过有效培

训，强化该队伍处理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校医院在其中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还要专门对医务人员队伍进

行培训演练。部分高校对校医院建设重视不足，影响校医院

的正常运行与发展，存在医务人员数量少、专业能力不强的

现实问题。针对该种情况，需要加强引进专业医务人员，扩

充校医院人员队伍，减少一人多岗的情况，为校医院工作人

员提供专业化培训服务，强化校医院阻断传染病流行和妥善

处理临床病例的能力，以针对性培训活动让医务人员熟悉处

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流程，打造常态化、制度化应对处置 

模式 [3]。

4.4 加强资源投入，做好配套制度和设施建设
一方面，要加强对配套制度的建设，防范应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制定与之相配套的应急物资管理制度和信息

管理系统。高校校医院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情况

进行分析，把握其发生的规律，并配合其他相关部门制定应

急物资管理制度，由高校领导管理层牵头，成立物资采购处，

专门负责应对突发性卫生事件的物资采购工作，储备足够的

应急物资，如药品、设备等，提高高校应对突发事件的综合

能力。对于应急采购物资，需要做好专物专用和专门管理，

在接收、转运、存放应急物资时，需要有完整、全备的交接

手续和台账，对应急物资进行登记处理，妥善保管，定期还

要进行盘查。高校领导部门应协同校医院制定信息管理系

统，建立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数据中心，通过提供资

金、技术支持，校医院协同相关部门对可能导致突发事件的

各类信息进行排查、搜集和整理，将数据内容传递给数据研

究中心，打造数据库。通过信息系统来精准识别、防控突发

性事件，加强应急研究，做好预判，防患未然。

另一方面，高校要加强对校医院基础设施建设，建立

隔离区，在发生传染疾病期间，需要对师生、密切接触者进

行隔离，校医院内提供专区开展隔离医学观察，校医院医

务人员应按照规范流程进入隔离区，对相关师生进行日常检

测，重点检查患者体温、症状，提供诊治服务，对于有需要

的患者要提供转诊运送服务。此外，解除隔离也需要有校医

院开具的解除隔离诊断。校医院还需要定期对场所进行消

毒，做好环境卫生保障管理。

5 结语

高校医院要强化自身防范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

能力，通过完善治理机制、做好应急管理、完善配套设施、

加强人员队伍建设等多种途径，认真履行职责，为全校师生

提供优质的专业服务，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强大保

障。论文深入论述了高校医院妥善处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具体办法，为改善其防范处理工作效果提出了一些建

议，旨在强化高校医院的应急处置能力，更好地发挥校医院

保障维护师生生命健康安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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