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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标题 添加标题 添加标题添加标题

国内公共卫生安全形势面临挑战，

需要加强防控和应急管理

全球公共卫生事件频发，如COVID-

19等

预案编制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可能发

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保障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预案编制的背景是基于当前公共卫

生安全形势的严峻性和必要性



l 预防和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

l 提高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l 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效率和水平。

l 增强社会公共安全意识，提高全社会的应急能力和防范意识。



目标：确保市级

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得到及时、有

效、科学的应对，

最大程度地减少

人员伤亡和经济

损失。

原则：以人为

本，预防为主，

统一领导，分

工负责，快速

反应，协同应

对。





适用主体：政府及相关部门

适用时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

适用疾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适用地区：市级行政区域



发生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

发生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

发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

发生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



优先级排序原则：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将预案分为一

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识。

适用范围：一级和二级预案适用于全国范围内有特别严重危害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三级和

四级预案适用于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较为严重和一般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启动条件：各级政府在接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后，应立即根据事件的性质和特点，按照

预案的优先级顺序，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

调整与终止：在应急处置过程中，如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程度降低或解除，政府应适

时调整预案的优先级顺序或终止应急响应。





市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
挥部

指挥部办公室

专家咨询委员会 应急处置队伍



组成：由相关领域的专家和

学者组成，具备丰富的应急

处置经验和专业技能。

工作职责：负责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进行评估和研判，提出

应对建议和措施，为政府决策

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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