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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论坛·
汶川地震对中国卫生防疫救援应急队伍的挑战
王声滂

汶川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强度最高、影响

范围最广的一场自然灾害，地震造成近10万人遇难

和37万余人受伤。人们在为逝者哀痛、为生者欣

慰、为救援者感动的同时，也在思考这场巨大救援对

卫生防疫救援应急队伍的挑战。

从抗击SARS到汶川地震救援，卫生防疫应急

工作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已毋容置疑。

在一场短期间内发生众多伤亡和造成数以万计灾民

的事件中，当灾区的卫生防疫系统处于完全被毁的

情况下，卫生防疫救援队伍究竟如何开展工作。

2003年和2006年我国先后公布《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和《突

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对灾害救援应

急的疾病控制和卫生监督做了原则性规定。在《国

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中，明确医

疗卫生救援应急的主要工作是现场抢救、转送伤员、

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工作、信息报告和发布。

灾区卫生防疫救援应急工作具有内容多样、覆

盖面广和长期持久三个特点。内容多样是指“大灾

无大疫”，但这绝非只是疾病控制单方面的工作，是

食品卫生、饮水卫生、环境卫生、虫媒防制、消杀灭、

卫生宣教等方面协同作战的结果；覆盖面广是指所

服务的对象包括伤病员、灾区居民、救援人员、志愿

者以及卫生防疫人员自身；长期持久是指疫情可能

出现在灾后不久，也可能发生在灾后一年左右时间，

灾区的卫生防疫救援工作要有坚持一段时间的打

算。汶川地震后灾区的卫生防疫体系毁于一旦，增

加了防疫工作的难度。

卫生防疫救援工作可分为救援应急和灾区重建

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并无截然分开的界限，在救

援应急阶段必须考虑到后期重建(如培训、宣传)，在

灾区重建阶段应该随时警觉发生突发公共卫生问题

(如疾病暴发、中毒、伤害造成群死群伤)。卫生防疫

队伍到达灾区后，必须尽快变被动为主动，使救援应

急工作快速、有序、科学、高效、协调。

首先卫生防疫救援应急队伍应该是一支有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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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能力的野战部队。灾区的卫生防疫系统被毁，

卫生防疫救援应急队伍不仅失去工作的依托，而且

可能处在没水、没电、没粮食、没帐篷、没铺盖的境

况，一切都需要自己解决。救援者先要懂得自救和

自保安全。由于交通堵塞，一些卫生防疫人员需徒

步进入灾区，为了尽可能多带卫生防疫用品和药械，

只好舍弃生活必需品和食品，但到了目的地后吃住

都成问题。广东省防疫救援队进入南坝重灾区后，

由于初始信息不确实，道路阻塞、桥梁断裂，前途未

卜，防疫队决定暂分前后两队，前队卸下辎重在前探

路，后队原地待命，相约半小时后汇合，谁知旋即失

去联络，音信全无，前队没有补给，随身连毛巾、牙刷

都没带；后队不敢贸然行动，第二天前方捎来“鸡毛

信”，告诫“道路艰危，切莫进入”。此时的后队与上

级部门也失去联系，只好临时决定移师江油市，建立

相对安全的江油基地，解决队员的生活保障，同时负

责前队的物资补给。可见卫生防疫救援应急人员不

但应具有精湛专业技术、一专多能，还必须接受野外

生存训练，具备自我生存能力，有条件者应经受生命

极限锻炼。防疫救援应急队伍必须具有在任何地区

孤军开展救援应急工作的能力，每一个救援队员也

应该有独立生存和各自为战的本领。切莫自己成为

“灾民”，未曾救人先等待被救。

卫生防疫救援应急队伍的物资储备必须满足自

给自足的要求，应急物资应该齐全、配套、轻便、先

进、实用，例如快速检测器材和消杀工具在缺电、少

水、没有搬运条件靠人力背驮的情况下也能开展工

作。要像正规部队的野战医疗队一样，到达前线撑

起大帐就是一所完整的野战医院，在任何环境中都

能满足开展医疗工作的需要。从抗击SARS到汶川

抗震救灾，我们经历了许多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工

作，对卫生防疫救援应急物资的储备、更新和实战演

练，仍有许多值得讨论研究和加强改进的地方。信

息是救援工作的生命线，例如某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07年购买两部卫星电话，备遭争议，但在此次救

援中却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可见按照标准配备

包括对讲机、移动电话、微波卫星通信、无线手提电

脑等多种通信设备，是保证能与外界联络的硬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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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并非奢侈。信息技术虽无力胜天，但在人们从灾

难浴血重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学、高效地开展应急救援工作，使有限的救援

人力和物资充分发挥应急作用，把支援灾区的防疫力

量放在刀刃上。有人说“从电视上和新闻照片看，在

灾区的防疫工作就是到处喷洒消毒药水”。虽然这是

传媒报道的片面性所带来的偏见，也反映出卫生防疫

救援工作，在执行具体、全面卫生防疫措施的同时，要

站在整体的角度来审视灾区防疫策略问题。卫生部

在2008年5月22日提出对灾区的重点疾病、重点区

域和五项防疫措施，就是整个抗震救灾的防疫总策

略。卫生防疫救援应急队伍抵达目的地之后，必须对

所负责地区进行卫生学评估与提出决策，评估的内容

包括各种卫生状况(如食品、饮用水、粪便、垃圾、环

境、居民卫生行为等)和疫情(如当地常见疾病的水平

与现况、儿童免疫水平、季节多发病、媒介昆虫、鼠类

等)，据此做出疾病控制和卫生管理决策。同时必须

纠正在消毒杀虫工作中一些不准确的做法。灾区并

非疫区，对灾民、现场施救人员和卫生防疫人员不必

施行全身喷雾消毒，没有明确污染物的马路和过往的

车辆也不需要喷洒消毒，大面积的过度消毒，既浪费

资源又破坏生态平衡，且造成二次污染；统计消毒工

作量不应以消毒面积为基数，要以消毒多少厕所、垃

圾堆、动物尸体等为统计基数；禁止把敌敌畏当消毒

用品，严格限制使用；遇难者的尸体一般不会引发传

染病，处理原则是及时就地清理和尽快掩埋，消毒剂

或石灰粉喷撒尸体并不起消毒作用(可以除臭)。反

之对必须彻底消毒的粪便、垃圾则必须足量消毒。要

准备有关消毒用品的合理配置、使用浓度和作用时间

的指引，供所有救援队人员和群众参照使用。

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是整个

卫生防疫救援应急与重建工作的主线。灾区人员的

流动性大，需反复宣传灾区的卫生防疫工作重点，认

真做好饮食卫生，厕所、垃圾等蚊蝇孳生地的消杀

灭，病媒昆虫和鼠类防制，灾民安置点的卫生管理和

疾病预防、控制、监测(通过手机报告)，做好环境卫

生和个人卫生(洗净手、不要随地大小便、防中暑、防

溺水、防煤气中毒和失火等)。通过卫生常识课、书

写卫生标语警句和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将与生活

密切相关的食品卫生、饮水消毒、环境消杀、病媒防

治、传染病防治、垃圾处理等卫生防病常识告诉灾

民、救灾人员和志愿者，使卫生防疫工作成为广大群

众的自觉行动。灾民安置点的临时简易厕所是一个

必须尽早解决和不断改进的问题。因地制宜修建临

时厕所是管理好粪便的关键，防疫队每到一地要立

刻修建简易、适用的临时厕所的样板，同时建立垃圾

清理和粪便无害化处理样板，及时推广。

在灾区重建阶段卫生防疫救援工作的重点，是灾

区卫生防疫体系的重建，培养一支不走的卫生防疫队

伍。大灾之后无大疫是卫生防疫救援工作的主要目

标，成千上万到灾区应急救援者是从全国各地抽调来

的疾病控制和卫生监督人员，他们不可能长期留在灾

区工作。在救援应急时期，就要抓紧做好卫生防疫的

基础性工作，协调防疫队与地方卫生防疫力量，统筹

安排，确保卫生防疫人员、物资和工作全覆盖，环境卫

生整治与卫生宣传全覆盖；通过现场培训逐步实现灾

区的疾病监测、症状监测、虫媒与鼠患监测、人群聚居

点的饮用水监测，学校和托幼机构的疫情监测与报

告，按期完成重点人群的免疫接种。江苏、上海、广

东、山西、宁夏、内蒙古和第四军医大学等卫生防疫

队，都把在灾区培养一支不走的卫生防疫队伍作为救

援工作的任务之一。江苏省赴川卫生监督队一开始

就在灾区培训、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卫生工作，把培训

一支灾区的卫生防疫队作为主要目标，建立村干部、

乡村医生、卫生教师、学生卫生组长为责任人、报告员

或监督员的网络，开展疾病报告、‘消毒、杀虫、垃圾及

粪便收集处理。广东省防疫队采取卫生防疫工作入

村寨、入住户、入帐篷，通过就地“传帮带”，面对面、手

把手的现场操作，指导当地卫生防疫员模拟训练，确

保技能培训到位。第四军医大学卫生防疫队编制了

《青川县震后卫生防疫方案》和《青川县震后卫生防疫

培训手册》，进行科普教育，培训防疫骨干，开展全员

防疫，为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打下基础。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和人为灾害多发的

国家之一，但凡突发公共事件必定造成大批人员伤亡，

因此卫生防疫救援应急队伍是一支常备不懈，有“实

事”无“实体”的组织，即平时分散，“战”时集中，招之即

来，来之能“战”，应该定期进行快速反应培训、学习和

演练。至2008年5月底卫生部派往汶川灾区的疾病控

制和卫生监督人员5300人，目前轮换到灾区执行疾病

控制和卫生监督的人数逾万人。汶川灾区卫生防疫工

作的成绩是有目共睹、值得骄傲和可圈可点的，我们在

总结成绩和收获时也要看到不足与欠缺，更要看到突

发公共事件对卫生防疫应急救援队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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