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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定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社会公
众健康严重损害的5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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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定义

重大传染病疫情

传染病的暴发和流行，包括鼠疫、
肺炭疽和霍乱的暴发、动物间鼠疫、
布鲁菌病和炭疽等流行、乙丙类传
染病暴发或多例死亡、罕见或已消
灭的传染病、新传染病的疑似病例
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定义

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

3人以上发生不明原因的疾病

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

中毒人数超过30人或出现死亡1例
以上的饮用水和食物中毒，短期内
发生3人以上或出现死亡1例以上的
职业中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定义

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医源性感染暴发

药品或免疫接种引起的群体性反应或死亡事件

严重的水, 环境, 食品污染和放射性、有毒有害化学性
物质丢失泄漏等事件

生物,化学,核和辐射等恐怖袭击事件

有毒有害化学品生物毒素等引起的集体性急性中毒事
件

有潜在威胁的传染病动物宿主,媒介生物发生异常

学生因意外事故自杀或他杀出现1例以上的死亡以上

上级卫生行政部门临时规定的其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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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的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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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级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性质、危害程
度、涉及范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划
分为四级。 

特别重大（Ⅰ级）——红色

重大（Ⅱ级）——橙色

较大（Ⅲ级）——黄色

一般（Ⅳ级）——蓝色



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肺鼠疫、肺炭疽在大、中城市发生并有扩散趋势，或肺鼠疫、

肺炭疽疫情波及2个以上的省份，并有进一步扩散趋势

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并有
扩散趋势

涉及多个省份的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并有扩散趋势

发生新传染病或我国尚未发现的传染病发生或传入，并有扩
散趋势，或发现我国已消灭的传染病重新流行

发生烈性病菌株、毒株、致病因子等丢失事件

周边以及与我国通航的国家和地区发生特大传染病疫情，并
出现输入性病例，严重危及我国公共卫生安全的事件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在一个县(市)行政区域内，一个平均潜伏期内(6天)发生5例以上肺鼠
疫、肺炭疽病例，或者相关联的疫情波及2个以上的县(市)

 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疑似病例

 腺鼠疫发生流行，在一个市(地)行政区域内，一个平均潜伏期内多点
连续发病20例以上，或流行范围波及2个以上市(地)。

 霍乱在一个市(地)行政区域内流行，1周内发病30例以上，或波及2
个以上市(地)，有扩散趋势

 乙类、丙类传染病波及2个以上县(市)，1周内发病水平超过前5年同
期平均发病水平2倍以上

 我国尚未发现的传染病发生或传人，尚未造成扩散

 发生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扩散到县(市)以外的地区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发生重大医源性感染事件

预防接种或群体预防性服药出现人员死亡

一次食物中毒人数超过100人并出现死亡病例，或出现10例

以上死亡病例

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50人以上，或死亡5人以上

境内外隐匿运输、邮寄烈性生物病原体、生物毒素造成我境内

人员感染或死亡的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



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发生肺鼠疫、肺炭疽病例，一个平均潜伏期内病例数未超过5例，流行范围
在一个县(市)行政区域以内

 腺鼠疫发生流行，在一个县(市)行政区域内，一个平均潜伏期内连续发病
10例以上，或波及2个以上县(市)

 霍乱在一个县(市)行政区域内发生，1周内发病10～29例，或波及2个以
上县(市)，或市(地)级以上城市的市区首次发生

 一周内在一个县(市)行政区域内，乙、丙类传染病发病水平超过前5年同期
平均发病水平1倍以上

 在一个县(市)行政区域内发现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

 一次食物中毒人数超过100人，或出现死亡病例

 预防接种或群体预防性服药出现群体心因性反应或不良反应

 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10~49人，或死亡4 人以下

 市(地)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腺鼠疫在一个县(市)行政区域内发生，一个平均潜伏期内病例

数未超过10例

霍乱在一个县(市)行政区域内发生，1周内发病9例以下

一次食物中毒人数30~99人，未出现死亡病例

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9人以下，未出现死亡病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一般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职责

卫生行政部门
组织医疗、疾控、监督机构开展调查处理；卫
生救援

组织专家委员会对事件进行评估，提出启动应
急级别

应急控制措施：疫苗接种、预防服药
督导检查
信息发布与通报
制定技术标准和规范
普及卫生知识：提高自我防护能力，消除公众
心理障碍

进行事件评估：实施概况；调查处理、病人救
助、措施效果等评估过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职责

卫生行政部门
组织医疗、疾控、监督机构开展调查处理；卫
生救援

组织专家委员会对事件进行评估，提出启动应
急级别

应急控制措施：疫苗接种、预防服药
督导检查
信息发布与通报
制定技术标准和规范
普及卫生知识：提高自我防护能力，消除公众
心理障碍

进行事件评估：实施概况；调查处理、病人救
助、措施效果等评估过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职责

卫生应急办公室

依法组织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处理工作

组织拟订应急处理方针、措施

组织制/修定相关应急预案、技术方案

建立晚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督和预警系统

组织卫生应急知识和处理技术的培训

提出卫生应急物质储备目录

组织协调重大问题的应急处置工作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职责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业咨询委员会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卫生监督工作

医疗救援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责任报告单
位和报告人

责任报告单位

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监督机构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卫生行政部门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责任报告单
位和报告人

责任报告人

执行职务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
人员、医生、个体。



报告时限和程序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督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及有关单
位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在2小时内向所在地区
县级人民政府的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卫生行政部门在接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后，在2
小时内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

向上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应立即组织现场
调查、确定事件的性质，及其采取措施，随时报告事
件进展态势

各级人民政府应急在接到事件报告后的2小时内向上
一级人民政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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