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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患者自杀的应急预案及程序  

1、发现患者有自杀倾向时，立即报告护士长及主管医生。  

2、检查患者病室内的环境，若发现私藏药品、锐利器械等危险物

品给予没收；锁好门窗，防止意外。  

3、告知家属 24 小时监护，不得离开。  

4、详细交接班，密切注意患者心理变化，准确掌握心理状态。  

5、查找患者自杀原因，有针对性的做好心理护理，尽量减少不良

刺激对患者的影响。  

6、发现患者自杀，通知医生立即赴现场，判断患者是否有抢救价

值，如有可能立即抢救。  

7、保护现场，包括病室及自杀处。  

8、通知医务处或总值班，听从安排处理。  

9、做好家属的安慰工作。  

二、患者外出或外出不归时的应急预案  

1、患者入院时详细交代住院须知，告知患者住院期间不允许私自

外出，以免贻误治疗、突发病情变化等严重后果。  



2、加强巡视，力所能及地帮助患者解决困难，尽量减少其外出机

会。如必须外出，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经主管医生批准，患者及家属

在护理单上签字方可离开，并在规定时间内返回病房。  

3、一旦发现患者私自外出，要立即报告护士长，通知主管医生。  

4、通过患者所留下的通讯方式，与家属取得联系，共同寻找。  

5、必要时通知医务科、护理部或总值班。  

6、患者的确外出不归，需两人共同清理患者物品，贵重物品交保

卫科。  

三、失窃的应急预案  

1、维持好病房秩序，对可疑人员进行询问。  

2、加强巡视，做好安全工作，随手带门，经常检查门窗。  

3、介绍住院须知时向患者介绍安全知识，保管好贵重物品与现金。  

4、一旦发生失窃，做好现场保护工作。  

5、通知保卫科或总值班，协助做好侦破工作。  

四、消防紧急疏散患者应急预案  

1、做好病房安全管理工作，经常检查仓库、电源及线路，发现隐

患及时通知有关科室，消除隐患。  

2、住院患者不允许私自用电器。  



3、当病区内发生火灾时，所有工作人员应遵循“高层先撤、患者

先撤、重患者和老人先撤、医务人员最后撤离”的原则，“避开火源，

就近疏散，统一组织，有条不紊”，紧急疏散患者。  

4、当班护士和主管医生要立即组织好患者，不得在楼道内拥挤、

围观，并立即通知保卫科或总值班，紧急报警。  

5、集中现有的灭火器材和人员积极扑救，尽量消灭或控制火势扩

大。  

6、所有人员立即用湿毛巾、湿口罩或湿纱布罩住口鼻，防止窒息。  

7、在保证人员安全撤离的条件下，应尽快撤出易燃易爆物品，积

极抢救贵重物品、设备和科技资料。  

8、发现某一房间发生火灾，室内有易燃易爆物品，要立即搬出，

如已不可能搬出，要以最快速度疏散邻近人员。  

9、如室内无人，也无易燃易爆物品，不要急于开门，以免火势扩

大、蔓延；要迅速集中现有的灭火器材，做好充分准备，打开房门，积

极灭火。  

10、关闭邻近房间的门窗，断开燃火部位的电闸（由消防中心或电

工室人员操作）。  

11、发现火情无法扑救，要立即拨打“119”报警，并告知准确方



位。  

五、患者住院期间出现摔伤的应急预案  

1、检查病房设施，不断改进完善，杜绝不安全隐患。  

2、当患者突然摔倒时，护士立即到患者身边，检查患者摔伤情况：

通知医生判断患者的神志、受伤部位，伤情程度，全身状况等，并初步

判断摔伤原因或病因。  

3、对疑有骨折或肌肉、韧带损伤的患者，根据摔伤的部位和伤情

采取相应的搬运患者方法，将患者抬至病床；请医生对患者进行检查，

必要时遵医嘱行 X光片检查及其他治疗。  

4、对于摔伤头部，出现意识障碍等危及生命的情况时，应立即将

患者轻抬至病床，严密观察病情变化，注意瞳孔、神志、呼吸、血压等

生命体征的变化情况，迅速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  

5、受伤程度较轻者，可搀扶或用轮椅将患者送回病床，嘱其卧床

休息，安慰患者，并测量血压、脉搏，根据病情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6、对于皮肤出现淤斑者进行局部冷敷；皮肤擦伤渗血者用碘伏或

0.1%新洁尔灭清洗伤口后，以无菌敷料包扎；出血较多或有伤口者先用

无菌敷料压迫止血，再由医生酌情进行伤口清创缝合。创面较大，伤口

较深者遵医嘱注射破伤风针。  



7、加强巡视，及时观察采取措施后的效果，直到病情稳定。  

8、准确、及时书写护理记录，认真交班。  

9、向患者了解当时摔倒的情景，帮助患者分析摔倒的原因，向患

者做宣教指导，提高患者的自我防范意识，尽可能避免再次摔伤。  

六、住院患者发生坠床的应急预案  

1、对于有意识不清并躁动不安的患者，应加床档，并有家属陪伴。  

2、对于极度躁动的患者，可应用约束带实施保护性约束，但要注

意动作轻柔，经常检查局部皮肤，避免对患者造成损伤。  

3、在床上活动的患者，嘱其活动时要小心，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如有需要可以让护士帮助。  

4、对于有可能发生病情变化的患者，要认真做好健康宣教，告诉

患者不做体位突然变化的动作，以免引起血压快速变化，造成一过性脑

供血不足，引起晕厥等症状，易于发生危险。  

5、教会患者一旦出现不适应状，最好先不要活动，应用信号灯告

诉医护人员，给以必要的处理措施。  

6、一旦患者不慎坠床时，护士应立即到患者身边，通知医生检查

患者坠床时的着力点，迅速查看全身状况和局部受伤情况，初步判断有

无危及生命的症状、骨折或肌肉、韧带损伤等情况。  



7、配合医生对患者进行检查，根据伤情采取必要的急救措施。  

8、加强巡视至病情稳定。巡视中严密观察病情变化，发现病情变

化，及时向医生汇报。  

9、及时、准确记录病情变化，认真做好交接班。  

七、停水和突然停水的应急预案  

1、接到停水通知后，告知患者停水的时间，做好停水准备。  

2、做好应急准备，根据停水时间尽量储备水源，以备使用和饮用。  

3、突然停水时，白天与总务科联系，汇报情况，查询原因；夜间

通知总值班，汇报停水情况。  

4、患者做好解释工作，尽量协助患者解决因停水带来的不便。  

八、停电和突然停电的应急预案  

1、通知停电后，立即做好停电准备，备好应急灯、手电、蜡烛等；

如有抢救患者使用动力电器时，需找替代的方法。  

2、突然停电后，立即使用抢救患者机器运转的动力方法，维持抢

救工作，开启应急灯或点燃蜡烛照明灯。  

3、与电工班联系，查询停电原因，尽量排除故障或开启应急发电

系统。  

4、加强巡视病房，安抚患者，同时注意防火、防盗。  



九、泛水的应急预案  

1、立即查找泛水的原因，通知其他人员，积极采取措施阻止继续

泛水。  

2、不能自行解决者，立即通知总务科或总值班。  

3、协助维修人员共同将水扫净，保持环境清洁。  

4、告戒患者，不可涉足泛水区或潮湿处，必要时放置醒目标识，

防止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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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医疗科室对医疗废物应严格安全管理，一旦发生医疗废物流失、

泄漏、扩散和意外事故时，应当按照以下要求及时采取紧急处理措施：  

1、确定流失、泄漏、扩散的医疗废物的类别、数量、发生时间、

影响范围及严重程度；  

2、医疗废物管理小组应组织有关科室人员尽快按照应急方案，对

发生医疗废物泄漏、扩散的现场进行处理；  

3、对被医疗废物污染的区域进行处理时，应尽可能减少对病人、

医务人员、其它现场人员及环境的影响；  

4、采取适当的安全处置措施，对泄漏物及受污染的区域、物品进



行消毒或者其他无害化处置，必要时封琐污染区域，以防扩大污染；  

5、对感染性医疗废物污染区域进行消毒时，消毒工作从污染最轻

区域向污染最严重区域进行，对可能被污染的所有使用过的工具也应当

进行消毒；  

6、参加处理的工作人员应当做好卫生安全防护后进行工作。  

7、处理工作结束后，医务科和有关科室应当对事件的起因进行调

查，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预防类似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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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好我镇今年的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保证我

镇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医疗救护工作能高效有序地进行，提高应急

能力和医疗救援水平，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卫生“三网”作用，特制定

本预案。  

一、领导机构  

1、成立“xx 县 xx 人民医院防汛防潮防台风应急救援领导小组”，

名单如下：  

组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 xxx 兼任，办公室电话：  



2、组建应急救护队（详见 xx人民医院关于组建公共突发事件卫生

应急救护队的通知）。  

二、具体措施  

1、出现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后，领导小组根据事件发生地点、人员、

伤亡等情况立即调派应急救护队前往现场开展医疗救护工作，并通知有

关科室做好收治伤病员的各项准备工作。  

2、进一步强化我镇紧急救护网络工作。我院要充分发挥全镇公共

卫生突发事件的急性外伤救护中心的作用，承担我镇重大公共卫生突发

事件救护处理的技术指导任务，同时要做好收治伤病员的准备工作，必

要时在 15 分钟内腾出 20 张病床接收伤病员，并根据事态发展的需要继

续调整床位，开通通道，立即组成以院长为核心的急救小组，集中医疗

技术力量，拟出最佳抢救治疗方案，迅速有效地投入救治工作，将将救

治情况随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其他科室也要做好相应准备，共同

承担全镇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  

3、各应急救护队要按照紧急救援需要配备充足药品，保证各急救

设施齐备，完好率达 100%，加强检修各急诊专用的救护车，保持车况良

好，司机和车辆 24 小时待命，接到呼救信号 5 分钟内出车，不得延误

抢救时间，以保证快速抢救病人。  



4、各应急救护队要保持通信工具畅通，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加强沟通与协作。  

5、加强对应急救护队队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及业务技术培训，使

之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较强业务能力，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

能胜。  

6、各科室要加强督查，做到人员到位、设备到位、工作到位。救

护工作实行责任制管理，谁承担，谁负责、对玩忽职守者依法追究相关

责任人员责任。  

三、各科室要参照本预案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并认真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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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发生的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及

其他突发事件导致不良事件的发生，指导和规范医疗废物流失、泄漏、

扩散后的应急处理工作，提高应对能力，建立统一指挥、职责明确、运

转有序、反应迅速、处置有力、依法规范、依靠科学的'应急处置体系，

最大限度地减少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对公众健康和国家财产造成

的危害，保障公众身心健康与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正常秩序，特制订本

预案。  



1、工作原则  

预防为主，规范管理；科学应对，分级负责。  

2、成立医疗废物处置领导小组，负责本单位发生医疗废物处置突

发事件的紧急处理。  

3、建立、健全医疗废物管理责任制，法定代表人为第一责任人，

切实履行职责，确保医疗废物的安全管理。  

4、根据医疗废物  

分类收集、运送、暂时贮存及机构内处置过程中所需要的专业技术、

职业卫生安全防护和紧急处理知识等，制定工作人员的培训计划并组织

实施；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  

5、发现发生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和意外事故时，应当立即

向县卫生局、环保局报告，并向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居民通报。  

6、应急处置  

发生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和意外事故时，应当按照《医疗废

物管理条例》和《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的规定采取相应紧

急处理措施，对致病人员提供医疗救护和现场求援；同时向县卫生局、

环保局报告，并向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居民通报。应当按照以下要求

及时采取紧急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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