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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

一、目的

为保障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

事件发生后，各项医疗卫生救援工作迅速、高效、有序地进

行，提高本院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能力和医疗卫生

救援水平，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健康危害，维护社会

稳定，特制定本预案。

二、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突发事件导致的人员伤亡、健康危害的医

疗卫生救援工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按照《山东省

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基本原则

1、预防为主，常备不懈

认真宣传普及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援知识，提高医护人

员对加强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援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

认识，不断加强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援工作机制的建立和完

善，提高全员业务知识，随时做好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援工

作。

2、快速反应，减少损失



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强化人力、物力、财力储备，增强

应急处理能力。一旦出现突发公共事件，立即启动突发公共

事件医疗救援应急预案，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社会影

响。

3、依靠科学，加强合作

对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援要科学救治，不断规范救治措

施与操作规程，加强科室间的信息沟通、协调和业务技术培

训工作，实现救治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

四、医疗卫生救援领导小组

成立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和医疗

救治工作小组。负责指导全院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援应急工

作。

1、领导小组：

组 长：华 茜

副组长：李绍辉

成 员：王 芳 宋 贤 李荣亮 徐保东

2、救治组：

组 长：王芳

副组长：宋贤

成 员：各科室主任及护士长。



五、突发事件处置

1. 突发事件分类（1）一般事故:伤员在 5 人以下，无

特殊危重情况。（2）重大事故:伤亡 10 人（其中死亡 3 人以

内）以上，事故有进一步发展趋势或伤亡人数可能增加。（3）

特大事故:伤亡 10 人（其中死亡 3 人以上）以上，事故还有

发展趋势，伤员还在增加。

2.当突发事件来临，立即启动全院性的急救预案由接受

过分类训练，有经验的临床医生按照伤员轻重缓急进行分度:

（1）轻度:生命体征基本正常，如一般挫伤，擦伤。（2）中

度:如单纯骨折，外伤后出血等短时间内不会危及到生命。（3）

重度:重危，危及生命者，如窒息，大出血，休克，心室颤动，

昏迷等，需要得到及时抢救治疗。（4）死亡:意识丧失，动脉

搏动丧失，心跳呼吸停止，瞳孔散大。

3.做好标记每位伤员左手臂上部别一醒目标牌，内插伤

卡，上面填写病人的编号、姓名、性别、年龄、受伤部位、

药物过敏、日期、时间等，并按病情轻重，用绿、黄、红、

黑四种不同颜色的布条别在卡上，分别代表轻、中、重、死

亡四种不同的伤情（由护士根据医生分类后执行）。

六、现场抢救

（1）现场保证一个病员由一个医师，两名护士，一名

工务员全程陪同，负责外送检查，抢救用药。医务科、总值



班指挥现场抢救，护士长协调相关人员工作，后勤保障部提

供相关物力支持。（2）大批伤员来临时，先救命后治病，先

治重伤后治轻伤。尸体直接送太平间保存。（3）争取时机，

抢夺时间，速战速决。通过包扎、止血、骨科患者给予固定、

快速输液、静脉给药输血，使病人的生命体征维持在一个稳

定状态。在保证气道通畅的情况下，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对确

定大出血，严重创伤，脏器破裂损伤情况，及时做好术前准

备工作，直接送手术室进行手术，或转送有条件的三级医院，

转院者需做好联络，转诊工作。（4）建立交接班制度，保证

抢救工作的延续性。现场急救时应将相关病历卡随身携带，

医嘱与病情变化及时记录。时间精确到分。注意记录完整，

防止遗漏。患者运送途中护理人员陪同加强观察，随时记录。

并与接诊科室做好交接班工作。（5）建立回访制度。伤员经

抢救后分流至相关科室，护士需做好登记，抢救者书写重大

抢救记录经过，一周后由抢救护士随访，并书写随访记录。

七、信息报告和发布

在迅速开展紧急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的同时，立即将人员

伤病员、姓名、年龄、住址、目前生命体征、初步诊断、处

置方式、下一步治疗意见在 2 小时内书面报市卫生局，每日

向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伤病员情况、医疗救治进展等，重

要情况要随时报告。

八、医疗卫生救援应急响应的终止



突发事件现场医疗卫生救援工作完成，伤病员在医疗机

构得到救治，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领导

小组可宣布医疗卫生救援应急响应终止，并将医疗卫生救援

应急终止的信息报告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

本预案自制定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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