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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SARS的暴发使我们从震惊中深刻认识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以及应急处理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
为此，我们邀请了几位国内相关学科的专家编写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引》。
近年来的数次自然灾害，尤其是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以后，由于预防控制措施得力，
大灾之后没有出现大疫。
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自然灾害发生后，虽然很可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甚至可能几种类型的公共卫
生事件同时发生，但是只要大力加强预防措施，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是可以控制的。
为此，在本书再版之际，于原书基础上着重做了如下更新和补充。
一是将近年来的新资料更新了书中原有内容。
例如，第四章 按照最新的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来评价各项水质指
标；第五章 对我国核电站分布和发电量发展增加了新内容；第六章 增加了治疗急性化学中毒的新措
施，介绍了各种常用滤毒罐和滤毒盒的类别和防毒性能；第七章 补充了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的超死亡
人数的最新统计数字等。
二是增添了有关自然灾害次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内容。
例如，第四章 增添了灾后饮用水污染的应急处理；第七章 增添了火山毒气的危害特征；尤其是全书
新增了自然灾害后的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一章，更全面地对灾后可能发生的常见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及
处理原则予以阐述。
再版后，本书的内容更加丰富充实，可操作性更强。
书中较全面地介绍了各类公共卫生事件，包括传染病、食物中毒、化学品中毒、核污染、饮水污染、
空气污染等。
书中既有一定的理论阐述，也有具体的处理措施；既介绍了历史上若干起重大的突发事件（这些经验
教训至今仍具参考价值），也介绍了近年来新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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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是指在人群中突然发生的直接影响到公众健康的重大事件。
本书针对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别介绍了它们的突发原因、有害因素特性传播途径、受害症状、
应急措施、现场处理及预防原则等内容。
书中既有一定的理论阐述，又联系实际介绍了具体应急措施。
书中还有相应的国内外案例，可供借鉴。
本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增添了自然灾害引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内容，新加了饮用水污染的应急处理，并
对第六章及第七章的内容进行了充实。
     本书内容丰富，专业面广，知识性强，文字深入浅出、简明易懂，可供预防医学、临床医学、环境
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等专业人员阅读参考，也可供有关管理人员及其他专业人员作为入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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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述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定义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　　三、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主要有害因素　　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现场处理原则　　五、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
防工作的关键第二章 传染病突发事件与应急对策　第一节 引发突发事件的主要传染病简况　　一、
鼠疫　　二、霍乱　　三、乙型肝炎　　四、丙型肝炎　　五、戊型肝炎　　六、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七、O517∶H7出血性肠炎　　八、疯牛病与人的克雅氏病　　九、手足口病与口蹄疫　　十、
禽流感　　十一、莱姆病　　十二、急性重症呼吸综合征　　十三、埃博拉出血热　　十四、结核病
　　十五、艾滋病　　十六、性传播疾病　　十七、疟疾　　十八、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十九、其
他传染病　第二节 传染病突发事件的生物学基础与表现形式　　一、构成传染病突发事件的生物学基
础　　二、传染病突发事件的表现形式　第三节 传染病突发事件的应对措施　　一、经常性预防措施
　　二、发生疫情时的应急措施　第四节 非正常（或非自然）情况下有可能出现的传染病突发事件及
应对措施　　一、生物战剂的类别与选择条件　　二、生物战剂使用中呈现的主要特点　　三、生物
战剂的使用方法和主要攻击目标　　四、针对生物战突发事件的应对措施　　五、对于敌人使用生物
武器的侦察和流行病学调查　　六、正确评估生物战的“作用”　第五节 值得重视的现实和防控经验
　　一、传染病突发事件依然比较严重和带有普通性　　二、部分防控其实践的经验总结　　第六节 
小结　　第七节 传染病突发事件案例选录40 　　　［案例2.1］发生于1961年的新中国首次霍乱流行　
　　［案例2.2］发生于1962年的一次肺鼠疫暴发事件　　　［案例2.3］前苏联莫斯科市1959～1960年
发生输入性天花暴发　　　［案例2.4］1989年发生在西藏昌都地区的一起炭疽突发事件　　　［案
例2.5］1988年上海市甲型病毒性肝炎暴发事件的流行病学调　　　［案例2.6］一次持续性无名高烧病
的暴发与调查分析　　　［案例2.7］发生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和震后的卫生防疫应急对策　　　［
案例2.8］1972年7月发生于上海市郊县的一次桑毛虫皮炎暴发性流行事件　　　［案例2.9］1968年发
生于陕西省某山区工地的一次所谓“肝炎暴发”事件　　　［案例2.10］对美国1952年在中国和朝鲜
境内进行的细菌战调查实例一起——“大同事件”报告原文　主要参考文献第三章 食物中毒应急处理
指南第四章 生活饮用水污染事件第五章 核与辐射事故第六章 化学物品急性中毒第七章 大气及小环境
空气污染突发事件第八章 公共卫生事件的社区预防第九章 自然灾害后公共卫生事件处置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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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有关报告的规范和要求根据卫生部《国家救灾防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管理规范
》（2003版）的规定，重大食物中毒的报告应遵循下列要求。
（1）报告内容①初次报告a．必须报告的信息，包括事件名称、发生地点、发生时间、波及人群或潜
在的威胁和影响、报告联系单位人员及通讯方式。
b．尽可能报告的信息，包括事件的性质、范围、严重程度、可能原因、已采取的措施、病例发生和
死亡的分布及可能发展趋势。
②阶段报告。
报告事件的发展与变化、处置进程、事件的诊断和原因或可能因素；在阶段报告中既要报告新发生的
情况，同时对初次报告的情况进行补充和修正。
③总结报告。
突发食物中毒事件调查结束后，对事件的发生和处理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其原因和影响因素，并提出
今后对类似事件的防范和处置建议。
（2）报告原则、时限和方式①报告原则。
初次报告要快，阶段报告要新，总结报告要全。
②报告时限a．发现重大食物中毒事件后以最快的方式报告，同时在6h内完成初次报告。
b．重大食物中毒事件的阶段报告应根据事件的进程变化或上级要求随时上报。
c．重大食物中毒事件的总结报告应在事件处理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上报。
③报告方式a．事件发生地的县（市、区）为基本报告单位，卫生行政部门为责任报告人，同级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使用《国家救灾防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进行报告，责任报告人还
应通过其他方式确认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收到报告信息。
b．重大食物中毒事件的信息报告原则上以《国家救灾防病与突发公共卫生报告管理信息系统》为主
，但在紧急情况下或报告系统出现障碍时，可以使用其他方式报告。
④责任报告人。
执行职务的医护人员和检疫人员、疾病预防控制人员、乡村医生、个体开业医生均为责任疫情报告人
。
《应急条例》规定，对于重大食物中毒事件，任何人有权进行举报。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均为责任报告单位。
依照有关法规对责任疫情报告人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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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引(第2版)》内容丰富，专业面广，知识性强，文字深入浅出、简明易懂，
可供预防医学、临床医学、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等专业人员阅读参考，也可供有关管理人员及其
他专业人员作为入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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