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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项目 指标 指标要求

2.1应急
预案

2.1.1预案体系完整率 100%

2.2应急
准备

2.2.1模拟演练指数 ≥0.9

2.2.2应急物品储备齐全率 100%

2.3应急
处置

2.3.1规范处置指数 省级≥0.85 市县≥0.70 

2.3.2事件原因查明率（省、市级） 省级≥80%,市级≥70% 

2.3.3事件报告及时率（县级） 100% 

2.3.4相关信息网络直报率（县级） 100% 



2.1.1预案体系完整率： 100%
（1）计算方法：

预案体系完整率=正式行文的预案和技术方案
数/应制定的各类预案和技术方案总数×100%

（2）基本数据：

年
度

应具
备数

已具
备数

完整率 上级下
发数

本单位
制定数

预案涉及事件
类别数

预案涉及传染
病病种数

资料
质量



2.1.1预案体系完整率： 100%

②应具备数：指标分母。截止到考核年度内应具有
的预案和技术方案（技术预案）数。至少应包括：

1）国家下发的有关预案：包括《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
预案》、《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国家突发
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
故应急预案》，卫生部印发的有关单病和专项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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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家下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主
要需具备的有关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名称 发布者 发布时间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国务院 060108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国务院 060226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 国务院 060226

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国务院 060227

国家鼠疫控制应急预案 国务院 070626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 卫生部 060526

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应急处置方案 卫生部 070116

卫生部应对流感大流行准备计划与应急预案 卫生部 050906

全国肠出血性大肠杆菌O157:H7感染性腹泻应急处理
预案

卫生部 010625

血吸虫病突发疫情应急处理预案 卫生部 050708

疟疾突发疫情应急处理预案 卫生部 060213

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应急预案 卫生部 中宣部教育部
公安部

060830

高温中暑事件卫生应急预案 卫生部 070719

注：血吸虫病、疟疾可根据不同省份实际情况选择是否必需具备。



2.1.1预案体系完整率： 100%
2）省级制定的有关应急预案：包括对照国家下发、结

合本省实际制定的应急预案，以及本省根据需要自行制定的
有关应急预案；

3）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定的应急预案（一般称为技

术预案或技术方案）：指对照本省卫生行政部门下发的有
关单病和专项应急预案要求，本单位制定的有关技术方案或
技术预案；

4）市县两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应包括同级制定的

有关应急预案以及本单位制定的相应技术方案或技
术预案。



2.1.1预案体系完整率： 100%
③已具备数：指标分子。包括上级和本级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下发的有关预案数和本单位自己制定的
技术方案或技术预案数。

预案体系必须具有预案特征。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方案和
疾控机构的监测方案不计入内。

⑦预案涉及事件类别数：按传染病、食物中毒、职业中
毒、其它中毒、环境因素、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预防接种
或服药、医源性感染、意外辐射照射、高温中暑、流感样病
例暴发、其它公共卫生事件等12类别统计。

⑧预案涉及传染病病种数：包括甲、乙、丙三类法
定报告传染病以及其它类传染病。



2.1.1预案体系完整率： 100%
（３）基本数据收集方法、来源：

评价单位的预案体系文本，以正式下发执行、现实
有效为准。文本应建档集中存放，或装订成册。

数据主要来源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应急、综
合业务管理或相关科室。

考核时考核人员可提出类别和数量要求进行抽查。



2.2.1模拟演练指数 ：≥0.9

（1）计算方法：

随机抽取3次模拟演练资料，不足3次全查。

按照评估量表计算每次模拟演练的指数分值。

模拟演练指数=抽取演练指数之和/抽取演练数

评价的是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本单位自己按计划组织

的、或配合卫生行政部门按计划组织的模拟演练项
目。单纯被动参与的演练不计入内。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模拟演练评估量表
指标 评价内容 权重 评价依据 评分原则 得分

模拟
演练
指数

方案制定 10 ①演练方案目的明确，要素齐全，内容详细，格式
规范，可操作性强；
②有评估项目、记录表格，知识问卷。

每项各5分。每项缺少一
种要素或不完整减1分，
单项得分减完为止。

演练准备 20 ①演练指挥部、演练队伍、现场评估小组等组织健
全、分工明确；
②模拟现场符合演练要求；
③模拟场景准备充分；
④物资后勤保障完备；
⑤协调有关部门配合。

每项各4分。每项缺少一
种要素或不完整减1分，
单项得分减完为止。

现场演练 50 ①响应及时，按方案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现场；
②现场所需人员组成合理、及时到位；
③现场所需的应急物品携带齐全、完好、充足；
④个人防护达到要求；
⑤具备应急补充机制；
⑥演练技术支持系统有效运行；
⑦多部门协作机制健全；
⑧按演练方案主题，开展现场处置；
⑨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事件发展和处置情况；
⑩现场评估组全过程跟踪评估。

每项各5分。每项缺少一
种要素或不完整减1分，
单项得分减完为止。

总结评估 20 总结内容齐全：包括模拟演练从组织管理、调查处
理的程序、存在的问题、改进措施等方面总结评价，
提出演练方案修正和完善的建议。

符合得20分。缺少一种
要素或不完整减2分。

模拟演练指数＝各项得分之和/100



2.2.1模拟演练指数 ：≥0.9
（3）基本数据收集方法、来源：

演练可为单病种演练、专项演练或综合演练。现场可
查阅演练计划、方案、脚本、总结等相关证明材料。

数据主要来源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应急或综合业
务管理科室。

评价单病种或专项演练时，评估量表有些项目可根据

实际情况标化。



2.2.2应急物品储备齐全率 ：100%

（1）计算方法：

应急物品储备齐全率=现有符合要求应急物品储备种类数/

规定应储备的应急物品种类总数×100%

（2）基本数据：

年
度

应储物
品种类
数

实储物
品种类
数

应急物品
储备齐全
率

应储备价
值（万元）

实储备价
值（万元）

抽查
品种
数

一致
品种
数

符
合
率

资料
质量



2.2.2应急物品储备齐全率 ：100%

①应储物品种类数：分母。指截止到考核年度内应
储备的应急物品种类数。按以下计算：

1）《卫生应急队伍装备参考目录（试行）》[卫办应急发
（2008）207号]已下发，疾控机构可参照执行，按二、三、
四、五类储备，即传染病控制类、中毒处置类、核与放射损
伤处置类、队伍保障类。从国家装备参考目录看，省、市、
县三级储备没有种类上的差别。

2）对省级重点考核传染病控制类、中毒处置类、队伍保障类。
对市、县两级，重点考核传染病控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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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应急物品储备齐全率 ：100%
大类名称 物品类数 物品种类数

传染病控制类 5 88

中毒处置类 4 50

队伍保障类

个人携行装备 2 32

后勤保障装备 6 51

通讯办公装备 3 22

徽章标志 1 6

合计 21 249



2.2.2应急物品储备齐全率 ：100%

②实储物品种类数：分子。指实际储备的符合要求的物品种
类数。

合格种类的判定：该种类物品必须是合格产品，规格、数
量至少要达到《卫生应急队伍装备参考目录（试行）》最低
要求，并在有效期内。

考核的不只是种类达到要求，每一品种的数量也要达到要
求。

⑥抽查品种数：现场考核时，考核人员可抽查一定类别和品
种数，看符合情况。此处指抽查的品种数。

⑧符合率：抽查品种中符合要求的品种所占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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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规范处置指数 ：省级≥0.85   市县≥0.70

（1）计算方法：

随机抽取5起事件，不足5起全查；

按照评估量表计算每起事件的指数分值。

规范处置指数=抽取事件规范处置指数之和/

抽取事件起数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规范处置评估量表
指标 评价内容 权重 评价依据 评分原则 得分

规
范
处
置
指
数

1.事件
报告

10 初次报告
①在确认事件2小时内完成网络直报报告，及时审核；
②有报告单位、报告人及通讯方式等记录材料（传真
记录、电话记录）。

共10分，全部符合得满
分。
初次报告不及时，本项
不得分。10个项目一项
不符合或不完善减1分。

进程报告
①事件的发展与变化、处置进程、事件的诊断和原因
或可能因素；事件的发展势态和危害性评估；
②落实控制措施情况；
③资源使用情况。

结案报告
①在确认事件终止后2周内对事件的发生和处理情况进
行总结、分析其原因、影响因素；
②事件的危害与损失及其补偿建议；
③评价措施效果；
④事件处置成本效益分析；
⑤提出今后对类似事件的防范措施和处置建议。

2.事件
确认

10 按照本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定义的疾病有关
标准判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级准确，响应级别符
合应急预案的要求。

共10分。不符合定义减5
分，未及时定级减5分，
其他适度减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规范处置评估量表
指标

评价
内容

权重 评价依据 评分原则
得
分

规
范
处
置
指
数

3.事
件处
置准
备

20 ①制定调查处置的相关方案，方案格式规范、合理；调查内容符合事件

的初步假设，要素和相关调查表格齐全；

②组成现场所需的相关专业工作队；

③实验标本采集器材充足；

④现场处置的设备、器材、药品充足；

⑤个人防护用品充足。

每项各4分。

每项缺少一

种要素减1分，

单项得分减

完为止。

4.事
件现
场处
置

30 ①成立现场处理组，明确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医疗救治、后勤

供应等小组等职责任务；

② 开展流行因素调查；按病例定义逐个核实和调查已报告的病例，确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③开展密切接触者追踪、管理和实施医学观察，不明原因疾病、甲类及

参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100％追踪；乙类不低于85％；丙类不低于60％；

④“三间分布”描述清楚，数字、表格和图表等使用准确；

⑤ 有疫点、疫区的划定，必要时采取检疫和封锁措施。

⑥ 标本采集、送检规范，检验方法符合要求。

每项各5分，

每项中缺少

一种要素或

不完整减1分，

单项得分减

完为止。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规范处置评估量表
指标

评价
内容

权
重

评价依据 评分原则 得分

规
范
处
置
指
数

5.控制
措施落
实

20 ①疫点、疫区及时采取控制措施，消杀灭方法正确；

②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发放相关宣传资料；

③按要求开展应急接种、预防服药等特异性保护措施，有接种

服药人数记录；

④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疫情和处理情况

⑤根据控制效果调整控制措施。

每项各4分，每

项中缺少一种要

素或不完整减1

分，单项得分减

完为止。

6.总结
评估

10 ①资料整理：从组织管理、事件的起因、调查处理的过程及效

果、主要做法、经验和有待解决的问题进行系统的工作总结。

有关调查表格、数据、资料分类整理，及时归档。

资料整理和评估

各5分。每项缺

少一种要素或不

完整减1分，单

项得分减完为止。②评估：

初步分析与最终结论逻辑关系正确；

病原学病因或流行病学病因明确；

控制措施落实、所需的资源满足工作需要；

控制效果明显，采取控制措施一个最长潜伏期后没有病例；

对社会、成本效益进行评估。

规范处置指数＝各项得分之和/100



2.3.1 规范处置指数 ：省级≥0.85   市县≥0.70

注：
1.事件现场处置必须及时。是否及时视具体情况判定。

2.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效益评估，目前尚无较具体详细的技术方法，
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卡中目前要求进行损失评估分析填报，卫生
部还下发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济损失评估预算表（试行）》（卫办应
急发[2008]148号），可将此作为依据。具体分析方法目前可参考成本效
益分析的方法。

（2）基本数据：

年
度

报告
事件
数

处置
事件
数

调
查
人
数

处置
人数

治疗
人数

医学
观察
人数

消杀
面积

监测
样品
数

监测项
目数

其中监
测人数

资料质
量

规范处
置指数



2.3.1 规范处置指数 ：省级≥0.85   市县≥0.70

①报告的事件数：指考核年度内、本辖区报告的定级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数、未定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数之
和。

②处置事件数：包括处置过的定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未
定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处置事件含义下同，
限本指标）

处置指本级现场参与的处置事件，即只要本级现场参与处
置的事件都可纳入考核范围。如果没有现场参与的事件，就
评价本级对事件处置进行过指导的事件。

④处置人数：指处置事件中需采取措施的人数，如治疗人数、
医学观察人数、实施预防措施人数（如预防服药、预防接种、
防护等）、尸体处理人数等。



2.3.1 规范处置指数 ：省级≥0.85   市县≥0.70

（3）基本数据收集方法、来源：
评价的是定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本年度无

定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评价报告的未定级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

处置情况主要根据处置相关证明材料如流调报告
（初次、进程、结案等）、报表、流调记录、处置
记录、检测报告和记录、评估材料等进行评价。

评价非传染病事件时，评估量表有些项目可根据
实际情况标化。

评价不同级别的事件时，评估量表有些项目可根
据实际情况标化。



2.3.2事件原因查明率：省级≥80%,市级≥70%

（1）计算方法：

事件原因查明率=原因查明数/处置事件总数×100%

本指标适用于省、市两级。

（2）基本数据：

年
度

报告事
件数

处置事
件数

有明确实验室
检测结果数

通过临床明
确诊断数

流行病学调
查明确数

原因查明
事件数

原因查
明率

资料
质量



2.3.2事件原因查明率：省级≥80%,市级≥70%

②处置事件数：包括处置过的定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未定
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处置事件含义下同，限本
指标）

③有明确实验室检测结果数：指处置事件中有明确的病原、理
化、微生物等实验室检测结果的事件数量。

④通过临床明确诊断数：指处置事件中病人病因已通过临床明
确诊断的事件数。

⑤流行病学调查明确数：指处置事件中通过流行病调查已明确
传染源、传播机制和高危人群等因素，并在控制疫情中取得效
果的事件数。或通过调查已明确事故原因的事件数（如职业中
毒）。



2.3.2事件原因查明率：省级≥80%,市级≥70%

注意：

1）如一个事件两种或三种原因全明确，可重复按不同原因统计。

2）由于一个事件可能两种或三种原因全明确，所以三种不同原
因明确事件数之和有时会大于原因查明事件总数。

⑥原因查明事件数：指处置事件中，实验室、临床诊
断、流行病学调查任何一种结果明确的事件数。有时
一个事件有两种或三种原因全明确，但只能按一个事
件计算。



2.3.2事件原因查明率：省级≥80%,市级≥70%

（3）基本数据收集方法、来源：

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内定级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和未定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
息为准。

现场考核时可通过抽查的方式计算和核实事件原因
查明率。



2.3.3事件报告及时率：县级100%
（1）计算方法：

事件报告及时率=按规定时限报告数／应报告总数×100%

应报告总数：指年度内报告的相关信息数。

本指标仅适用于县级。

评价的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系统中信息报告的及
时情况。

（2）基本数据：

年
度

接报或发现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相关信
息总数

按规定
时限报
告数

报告
及时
率

一般
事件
数

及
时
数

较大
事件
数

及
时
数

重大
事件
数

及
时
数

特别重
大事件
数

及
时
数

未
分
级

及
时
数



2.3.3事件报告及时率：县级100%
①接报或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总数：此处有误，应是已网络报告

的相关信息总数，指考核年度内、本辖区已经网络报告的全部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相关信息，包括定级的和未定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

②按规定时限报告数：是指已经网络报告的相关信息中，报告时限符合要求

的信息数。

时限符合要求的判定：

１）接报信息：接到报告的时间和系统生成时间间隔应小于2小时。具体时限

自发生地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最早接到信息并初步判定符合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相关信息报告标准的时间为起点，系统生成时间为终点。

２）网络直报疫情信息：某一疫情或信息达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

告标准的最后一例系统生成时间，至按相关信息报告后系统生成时间的间隔

应小于2小时。



2.3.3事件报告及时率：县级100%
（3）基本数据收集方法、来源：

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内报告的所有

信息为准，包括定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未定级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

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报时间可从电话记录、初次
报告等资料获取。

现场考核时可通过抽查的方式计算和核实事件报告及
时率。



2.3.4相关信息网络直报率：县级100%
（1）计算方法：

相关信息网络直报率=网络直报数/接报信息中应直报总数
×100%。

本指标仅适用于县级。

评价的是县级接报信息中，符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
告标准的信息完成上网报告的比例，评价的是报告的如实性，
间接反映是否存在漏报现象。

（2）基本数据：

年度 接报事件总
数

群众
举报

新闻、贴
吧等网络
信息搜索

下级
报告

本级
报告

核实
事件
数

应网
络直
报数

实际
网络
直报
数

网络
直报
率

处置
事件
数



2.3.4相关信息网络直报率：县级100%

①接报事件总数：指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考核年度内、接到
的本辖区内各类疑似事件相关信息数，如医疗机构报告信息、
相关部门报告信息、媒体或群众举报信息，以及自己主动搜索
的信息。

⑦应网络直报数：事件信息数中符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
息报告管理系统报告标准的信息数，包括定级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和未定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

⑧实际网络直报数：应网络直报事件信息数中实际网络报告的
信息数。



2.3.4相关信息网络直报率：县级100%

（3）基本数据收集方法、来源：

查阅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报信息记录资料，如报告卡、电
话记录、举报信函、搜索记录等，统计应网络直报数。

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核实相关信息网络
直报率。

现场考核时可通过抽查的方式计算和核实相关信息网络直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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