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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丰台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文件

丰应急委发〔2022〕5 号

北京市丰台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
关于印发《丰台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2022 年修订）》的通知

各街镇，相关委、办、局：

《丰台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2022 年修订）》已

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丰台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

2022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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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2022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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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可能

造成的危害，指导和规范全区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工

作，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和影响，保障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内交通卫生检疫条例》《病原

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预案》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办法》《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北京市突发事

件总体应急预案》《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2021

年修订）》《丰台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正在修订中，待

印发）》等文件，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区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众健康

严重损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的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

原因疾病、群体性急性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

件。

本预案主要用于指导预防和处置发生在丰台区行政区域

内，或发生在国内其他地区以及境外涉及丰台区的，应由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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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处置或参与处置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他突发事件次生、

衍生的公共卫生问题按照相关应急预案处置。

1.4 工作原则

（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和工作导向，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切实强化首都意识，坚决扛起维护首都公共卫生安全的政

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最大程度减轻突发事件的危害，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坚持党委统一指挥、政府分

级负责、社会共同参与，科学、依法、精准有效应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范围、性质和危害程度，

在市委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导机构以及市、区两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处置较大、重大、特

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依法分级指挥处置一般公共卫生事

件。

（三）依法应对、预防为主。注重以法治方式统筹推进公

共卫生应急管理工作。坚持预防为主，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做

好人员、技术、物资和设备应急准备工作。加强公共卫生监测，

对各类可能引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及时进行分析、研

判、预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

（四）属地为主，联防联控。落实属地、部门、单位和个

人四方责任。加强央地协同、军地协同、区域协同，优化首都

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工作机制，完善领导组织体系，构建统一

高效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体系。强化街镇公共卫生职责，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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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村）公共卫生委员会工作，继续完善“双专员”和“双

进入”机制。

1.5 事件等级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性质、危害程度和涉及范围，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划分按照《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2021 年版）》规定执行，分别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

般四级。

1.5.1 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肺鼠疫、肺炭疽疫情波及两个及以上行政区，并有

扩散趋势，或者相关联的疫情波及到其他省份，并有进一步扩

散趋势；鼠疫菌强毒株丢失、被盗。

（二）出现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波及多个行政区，并有扩

散趋势。

（三）出现新发传染病，或者国内尚未发现的传染病在本

市发生或输入，并有扩散趋势；本市发现国内已消灭的传染病

重新流行。

（四）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国内尚未发现或已经宣布消

灭的病原微生物、未列入《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的高

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或疑似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

本丢失、被盗。

（五）我国周边以及与我国通航的国家和地区、国内其他

地区发生特别重大传染病疫情，并在本市出现输入性病例。

（六）在一起突发中毒事件中，中毒人数在 100 人以上且

死亡 10 人以上，或者死亡 30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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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一个行政区内，24 小时内出现 2 起以上可能存在

关联的同类中毒事件时，累计中毒人数在 100 人以上且死亡 10

人以上，或者累计死亡 30 人以上。

（八）两个以上行政区内发生同类重大突发中毒事件，且

事件原因存在明确关联。

（九）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一起饮用水污染事件：

1.饮用水污染造成发病人数在 500 人以上，或者死亡 5 人

以上；

2.饮用水污染的影响人口在 5 万户以上；

3.饮用水污染影响范围在 10 平方公里以上。

（10）国家卫生健康委认定的其他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

1.5.2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1 个平均潜伏期内（6 天）发生 5 例以上肺鼠疫或

败血症鼠疫病例，或者相关联的疫情波及其他行政区，并有进

一步扩散趋势。

（二）腺鼠疫发生流行，在一个行政区内，一个平均潜伏

期内多点连续发病 20 人以上。

（三）霍乱在一个行政区内流行，一周内发病 30 人以上，

或者波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并有扩散趋势。

（四）发现乙类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疫情，经风险评估需

要启动Ⅱ级应急响应的。

（五）出现新发传染病，或者国内尚未发现的传染病、国

内已消灭的传染病在本市发生或输入，经风险评估需要启动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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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应急响应的。

（六）在一个行政区内发生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并扩散

到其他行政区。

（七）在一起突发中毒事件中，暴露人数 2000 人以上，

或者中毒人数在 100 人以上，且死亡 2 人以上 10 人以下，或

者死亡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

（八）在一个行政区内，24 小时内出现 2 起以上可能存在

关联的同类中毒事件时，累计中毒人数 100 人以上且死亡 2 人

以上 10 人以下，或者累计死亡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

（九）两个以上行政区内发生同类较大突发中毒事件，且

事件原因存在明确关联。

（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一起饮用水污染事件：

1.饮用水污染造成发病人数在 100 人以上 500 人以下，或

者死亡 5 人以下；

2.饮用水污染的影响人口在 1 万户以上 5 万户以下；

3.饮用水污染影响范围在 5 平方公里以上 10 平方公里以

下。

（十一）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认定的其他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

1.5.3 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在一个行政区内，1 个平均潜伏期内发生肺鼠疫或

败血症鼠疫病例数 1～4 例。

（二）在一个行政区内发生腺鼠疫流行，1 个平均潜伏期

内连续发病 10～19 例，或流行范围波及 2 个以上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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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霍乱在一个行政区内，一周内发病 10 人以上 30 人

以下，或者波及两个以上行政区，或者为首次发生。

（四）在一个行政区内发生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两周内

一个医疗机构或同一自然村、社区、建筑工地、学校等单位，

发生有相同临床症状的不明原因疾病 3 人以上。

（五）在一起突发中毒事件中，暴露人数 1000 人以上 2000

人以下，或者中毒人数在 100 人以上且死亡 1 人，或者死亡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

（六）在一个行政区内，24 小时内出现 2 起以上可能存在

关联的同类中毒事件时，累计中毒人数 100人以上且死亡 1人，

或者累计死亡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

（七）两个以上行政区内发生同类一般突发中毒事件，且

事件原因存在明确关联。

（八）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一起饮用水污染事件：

1.饮用水污染造成发病人数在50人以上100人以下；

2.饮用水污染影响人口在5000户以上1万户以下；

3.饮用水污染影响范围在1平方公里以上5平方公里以下。

（九）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认定的其他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

1.5.4 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腺鼠疫在一个行政区内发生，1 个平均潜伏期内病

例数 1～9 例。

（二）在一个行政区内发生霍乱，一周内发病 10 人以下。

（三）一周内，在同一学校、幼儿园、自然村、社区、建



— 10 —

筑工地等集体单位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

1.发生 3 人以上皮肤炭疽或者肠炭疽病例，或者 1 人以上

职业性炭疽病例；

2.发生 5 人以上甲肝/戊肝病例；

3.发生 5 人以上伤寒（副伤寒）病例，或者死亡 2 人以上；

4.发生 10 人以上麻疹或风疹病例；

5.发生 5 人以上流行性出血热病例，或者死亡 1 人以上；

6.发生 20 人以上感染性腹泻病例（除霍乱、痢疾、伤寒

和副伤寒以外），或者死亡 1 人以上。

（四）一周内，同一学校、幼儿园等集体单位中发生下列

情形之一的：

1.发生 30 人以上流感样病例，或者 5 人以上因流感样症

状住院病例，或者发生 2 人以上流感样病例死亡；

2.发生 10 人以上流行性腮腺炎病例；

3.发生 10 人以上猩红热病例；

4.发生 10 人以上水痘病例；

（五）3 天内，同一学校、幼儿园、自然村、社区、建筑

工地等集体单位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

1.发生 3 人以上流脑病例，或者死亡 2 人以上；

2.发生 10 人以上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病例，或者死亡 2

人以上。

（六）半年内，同一学校、幼儿园、建筑工地等集体单位

发生 10 人以上有流行病学关联的结核病病例，或者出现结核

病死亡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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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流行性乙型脑炎：一周内，同一街道、镇等发生 5

人以上乙脑病例，或者死亡 1 人以上。

（八）疟疾：以行政村、社区为单位，一个月内发现 5 人

以上本地感染的病例，或者在近 3 年内无本地感染病例报告的

街镇，以行政村、社区为单位，一个月内发现 5 人以上本地感

染的病例，或者出现输入性恶性疟继发感染病例。

（九）输血性乙肝、丙肝、艾滋病：医疗机构、采供血机

构发生 3 人以上输血性乙肝、丙肝、艾滋病病例。

（十）新发或再发传染病：发现本区从未发生过的传染病，

或者发生本区近 5 年从未报告的传染病。

（十一）不明原因肺炎：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十二）布鲁氏菌病：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

1.暴发疫情：在布病持续流行的区，三周内，同一自然村

屯、社区、饲养场、牲畜集散地、屠宰加工厂等场所发生 3 人

以上急性期布病病例。

2.新发疫情：既往 5 年内无本地布病病例报告的区，出现

1 人以上本地急性期布病病例。

（十三）在一起突发中毒事件中，暴露人数在 50 人以上

1000 人以下，或者中毒人数在 10 人以上且无人员死亡，或者

死亡 3 人以下。

（十四）在一个行政区内，24 小时内出现 2 起以上可能存

在关联的同类中毒事件时，累计中毒人数 10 人以上 100 人以

下且无人员死亡，或者死亡 3 人以下。

（十五）在一起环境因素事件中，发生环境因素改变所致



— 12 —

的急性病例 3 人以上。

（十六）在一起意外辐射照射事件中，出现意外辐射照射

人员 1 人以上。

（十七）在一个预防接种单位一次预防接种活动中出现群

体性疑似异常反应，或者一个预防服药点一次预防服药活动中

出现不良反应 10 人以上。

（十八）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一起饮用水污染事件：

1.饮用水污染造成发病人数在 50 人以下；

2.饮用水污染的影响人口在 5000 户以下；

3.饮用水污染影响范围在 1 平方公里以内。

(十九)区卫生健康委认定的其他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市卫生健康委结合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际情况、应对

能力等，对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级进行补充和调整时，

丰台区卫生健康委应及时做出相应补充和调整。

2 组织机构与职责

2.1 区指挥部及其职责

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区指挥部”）

负责丰台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工作。总指挥由区政府分

管副区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区政府办公室主管副主任和区卫生

健康委主任担任。

区指挥部的主要职责是：

（一）研究制定本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措施

和指导意见；

（二）在区委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导机构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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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挥下，做好辖区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三）分析总结本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制定工

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四）负责区级卫生应急队伍的建设管理；

（五）组织做好卫生应急物资储备工作。

2.2 办事机构及其职责

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区指

挥部办公室”）为区指挥部的办事机构，设在区卫生健康委，

主任由区卫生健康委主任兼任，副主任由区卫生健康委主管主

任担任。

区指挥部办公室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落实区指挥部决定，协调和调动成员单位应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工作；

（二）承担区指挥部值守应急工作；

（三）收集、分析工作信息，及时上报重要信息；

（四）负责本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评估、隐患排查整

改工作；

（五）配合有关部门承担区指挥部新闻发布工作；

（六）组织拟订（修订）丰台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

案，指导各成员单位制定（修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七）负责本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宣传教育与培

训、应急演练；

（八）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场指挥部的组建工作；

（九）承担区指挥部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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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街、镇建立本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机构，明确

办事机构及其职责，统筹辖区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

2.3 专家咨询委员会及其职责

区指挥部负责成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专

家咨询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准备提出咨询建议；

（二）对事件进行分析研判，提出是否发布预警的建议；

（三）对确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级别以及采取相应的重

要措施提出建议；

（四）参与制定（修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和技

术方案；

（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进行技术指导；

（六）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的终止、后期评估提

出咨询意见；

（七）必要时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

（八）承担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及其办公室

交办的其他工作。

2.4 联防联控机制

建立健全与驻区军队防疫部门、驻区医疗机构、国家及北

京市专业技术机构、周边区县的信息沟通及联动机制，在发生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强化应急联动与信息共享，共同应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



— 15 —

3. 监测、预警和信息报告

3.1 监测

区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组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工作的

管理和监督。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日常监测，通过国家统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与报

告网络体系，收集、核实、汇总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相关

科研机构、药品零售企业和海关等监测哨点提供的监测信息，

跟踪、研判外区、外省市、国（境）外新发突发传染性、流行

性疾病风险，综合国内外有关监测情况，形成监测分析报告，

向区卫生健康部门报告，并建立健全定期会商和信息共享机

制，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对可能出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风

险定期进行趋势分析和风险评估。各成员单位应按照国家统一

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区实际情况，组织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主动监测。

3.2 预警

3.2.1 预警级别

区指挥部办公室采用市指挥部办公室明确的四个预警级

别，即由低到高依次采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个预警级

别。

（一）蓝色预警：根据公共卫生监测结果变化趋势，预计

将发生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事态不会造成社会影响。

（二）黄色预警：根据公共卫生监测结果和上一级变化趋

势，预计将发生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事态可能造成一定社

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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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橙色预警：根据公共卫生监测结果和上一级变化趋

势，预计将发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事态可能造成较大社

会影响。

（四）红色预警：根据公共卫生监测结果和上一级变化趋

势，预计将发生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事态可能造成重

大社会影响。

3.2.2 预警发布与解除

预警发布、响应与解除由市级相关部门负责，按照《北京

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2021 年修订）》执行。我区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可根据本区域内实际情况，发布本

区域预警信息，并同时报区委、区政府、区应急办、市指挥部

办公室备案。

3.2.3 预警响应

（一）蓝色预警响应：区指挥部办公室及时做好预警信息

的解释工作，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宣传普及预防知

识；区卫生应急专业队伍做好应对准备。

（二）黄色预警响应：在蓝色预警响应的基础上，区卫生

应急专业队伍赶赴现场开展调查核实，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控制

措施；有关成员单位做好预警响应准备。

（三）橙色预警响应：在黄色预警响应的基础上采取必要

的预防控制措施；区卫生应急专业队伍配合市卫生应急专业队

伍赶赴现场协助区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各成员单位做好预警响

应准备。

（四）红色预警响应：在橙色预警响应的基础上采取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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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防控制措施；区卫生应急专业队伍与市卫生应急专业队伍

一起赶赴现场开展调核实工作；各成员单位、区域内的机关、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做好预警响应准备；个人

应当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协助、配合、服从政府部门和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组织开展防控工作，做好自我防护，依法接受疾病

预防控制机、医疗机构的调查并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3.3 信息报告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报告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隐患。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监察机关举

报公职人员应急工作中违法线索，向有关部门举报应急工作中

的行政违法行为。

3.3.1 责任报告单位和责任报告人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市场监管机构、药品监管机构、

环境保护监测机构、教育机构、动物防疫机构，以及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发生单位为责任报告单位。

执行职务的医疗卫生人员以及其他责任报告单位的负责

人为责任报告人。

3.3.2 报告时限和程序

责任报告单位及其他单位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应当

在 2 小时内尽快向区卫生健康委报告。

区卫生健康委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组织进行现场调查确

认，在 2 小时内尽快向区政府和市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并及时

采取措施，随时报告事态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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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急响应

4.1 应急响应启动的原则

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区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按照分

级响应的原则，采取有效控制措施，减少危害和影响。对事态

和影响不断扩大的事件，应当及时提高响应级别。对在学校等

人员密集场所、区域性或者全市性重大活动期间等发生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要迅速、有效控制，维护社会稳定。

4.2 分级响应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将应急响

应设定为 IV 级、Ⅲ级、Ⅱ级、Ⅰ级四个等级。

4.2.1 IV 级响应

发生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由区委、区政府启动 IV

级应急响应，负责指挥协调应急处置工作。迅速组织对事件进

行调查确认和评估，组织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

健康监督机构及事发地的行业主管部门等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采取必要的预防控制措施。根据实际需要，上报市级相关部门，

由市级部门指导做好相关工作。

4.2.2 Ⅲ级响应

发生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由市指挥部批准启动Ⅲ级

应急响应，负责指挥协调应急处置工作。我区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指挥部有关领导赶赴现场，在市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和指

导下，协调开展属地处置工作。

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后，在市指挥部的部署下，我区组织开

展流行病学调查，组织专家调查确认，对事件进行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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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做好相关监测及信息收集、病人及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暴

露人员健康监护、伤员救治和人员疏散、环境生物样品采集和

消毒处理等紧急控制措施；依法确定控制区域；配合做好舆论

宣传与公众引导工作；组织调集和征集有关人员、物资、交通

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保证应急处置所需医疗救治和防护

设备、药品、医疗器械等物资的供应。

4.2.3 Ⅱ级响应

（一）发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由市委应对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导机构决定，启动Ⅱ级应急响应，统一指挥

处置相关事件。根据需要，市指挥部总指挥或副总指挥赶赴现

场，组建现场指挥部，负责应急处置决策和组织协调工作；我

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在市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和指

导下，负责辖区防控措施的落实工作。

（二）区指挥部协调各成员单位、相关部门、有关单位紧

急调集和征集有关人员、物资、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

组织协调成员单位和有关部门共同开展处置工作，及时落实防

控措施。

4.2.4 Ⅰ级应急响应

（一）接到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后，由市委、

市政府报请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后启动Ⅰ级应急响应，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及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领

导和指挥，开展各项应对工作。

（二）我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在市指挥部的统

一部署和指导下，负责组织实施、落实辖区内各项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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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相关部门和有关单位开展各项应对工作。必要时，区委、

区政府主要领导或区指挥部总指挥到现场指挥处置，成立现场

指挥部，设立有关部门组成的工作组。

4.3 应急处置措施

4.3.1 发生一般、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区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指挥部依法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措施：（1）对

病人、疑似病人及时进行救治，对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依法

进行管理；（2）组织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实施人员健康状况

动态监测，及时对易受感染的人群和其他易受损害的人群采取

预防性投药、群体防护、应急接种等措施；（3）合理使用大

数据等技术手段，追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播链条；（4）对

定点医院、隔离救治场所、污水处理场站、食品集中交易市场、

冷链仓储物流设施、出现特定病例的社区、村等重点场所、区

域开展环境监测和消毒；（5）对饮用水及食品生产、加工、

储存、运输、销售全过程实施监管，对来源于疫情发生地的食

品及其外包装进行检测，对餐饮、物流、交通运输、食品生产

经营、动物养殖、野生动物保护等行业从业人员加强健康管理。

4.3.2 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实际需要，或发生重大、

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在区委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领导机构领导下，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有关单位可采取如

下一项或多项措施：（1）调集应急处置和医疗救治队伍，调

用储备物资，临时征用宾馆、学校、展览馆、体育场馆、交通

工具及相关设施、设备；（2）确定定点救治医院、备用医院、

临时救治和集中医学观察场所等；（3）实施交通卫生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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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道路、交通枢纽和交通工具进行管控；（4）停工、停业、

停课，限制或者停止使用有关公共场所，限制或者停止人群聚

集活动；（5）稳定市场价格，对特定应急物资或者其他商品

实施价格干预措施；（6）明确风险区域划定标准，确定区域

风险等级，分区分级采取差异化、精准化的防控措施；（7）

发布人群、地域、行业应对指引；（8）严格进出京人员管理，

实施社区封闭和居民出入管理；（9）为降低或者消除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损害，需要采取的其他措施。

4.3.3 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威胁和危害得到控制或者

消除后，区人民政府应当采取下列措施：（1）适时宣布终止

应急响应，解除应急措施，恢复社会正常秩序；（2）返还征

用的财产，并对被征用单位和个人依法予以补偿；（3）及时

调查、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对监测预警、

信息报送、应急决策与处置等情况进行全面、客观评估，组织

善后学习，必要时组织复盘演练，制定改进措施，完善相关应

急预案。

4.3.4 区政府及有关部门、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居民

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本区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和其他组织，在本区居住、工作、生活、学习、旅游以及从事

其他活动的境内外人员，应当按照“属地、部门、单位、个人”

四方责任采取或配合国家、市、区依法采取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对措施。

4.3.5 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挥部负责组织协调有关部

门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区指挥部其他成员单位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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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做好本行业、本系

统的防控工作。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在行业主管部门和专

业机构指导下，建立健全防控工作责任制和管理制度，积极落

实防控措施。个人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协助、配合、服从政

府部门和专业机构组织开展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做

好自我防护，依法接受流行病学调查、样本采集、检测、隔离

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4.4 信息发布

4.4.1 信息发布的原则

（一）及时主动。第一时间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及

有针对性的个人防护方法，提示公众做好个人防护。正确引导

舆论，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猜测和歪曲性报道。

（二）准确把握。及时收集、分析舆论情况，避免多头发

布出现信息相左的情况，用通俗、易懂、简洁语言发布事件有

关的核心信息，包括事件真相，以及倡导公众采取的态度和措

施等。

（三）注重效果。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发展的不

同阶段，针对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信息传播策略。在发布

信息的同时，宣传预防控制措施及相关的科普知识。

4.4.2 信息发布的内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要对外发布的信息主要包括：事件的

性质、原因，发生地及范围，发病、伤亡及涉及的人员范围，

处置措施和控制情况，发生地强制措施的实施与解除情况等。

4.4.3 信息发布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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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经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指挥部办公室同意后，由区指挥部办公室发布。较大、重大、

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由市级相关部门按照有关

程序发布。

4.5 响应终止

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隐患或者相关危险因素消除、并经组

织有关专家进行分析研判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终

止。

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

部门宣布终止。较大、重大及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市

指挥部提出建议，并报分管市领导或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批

准后宣布响应终止。

4.6 保障措施

4.6.1 队伍保障

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按照“平战结合、分类管理、分级负

责、统一管理”的原则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应急处置队

伍。

根据需要分别组建卫生应急管理、区传染病、紧急医学救

援、急性中毒等处置队伍。队员由区疾控中心和有关医疗机构

中传染病学、疾病控制、职业卫生、临床医学、卫生检验、环

境消杀、卫生监督、心理干预等专业人员组成，人员专业组成、

职称结构和性别比例结构合理。

4.6.2 物资保障

区指挥部组织各成员单位制定药品、试剂、疫苗、医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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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救护设备和防护用品等卫生应急物资储备目录清单。对较

为稀缺卫生应急物资采用实物储备形式，经常使用的卫生应急

物资可适量进行实物储备。对市场供应充足的卫生应急物资可

采用资金储备形式。

4.6.3 通信与交通保障

区卫生应急专业队伍要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配备通讯设备

和交通工具，对通讯设备和交通工具加强日常维护和管理。在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为保证应急车辆迅速抵达现场，公

安交通管理部门应为执行应急任务的车辆提供必要的通行保

障，通讯部门应为执行应急任务人员的通讯设备畅通提供必要

的保障。

4.6.4 经费保障

区发展改革部门应保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经费。区财政部门按照规定，落实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处置专业技术机构的财政补助政策和应急处置经费，所

需资金已在部门年度预算安排的，应按程序及时调整拨付用于

突发事件防控；未在部门年度预算安排的，应优先统筹调整部

门预算支出结构和使用机动经费安排。遇有特别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经区政府批准后可通过应急专项准备资金保障；

应急专项准备资金额度不足时，经区政府批准后可动用预备费

安排。

4.6.5 宣传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

（一）宣传教育

区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制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宣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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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计划，编制社会和公众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种宣传材料

与应急手册；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多种传媒

形式，对社会公众广泛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宣传卫

生科普知识，普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常识，指导社会公众

树立科学的行为方式，增强健康保护意识和应急基本能力。宣

传教育要充分发挥工、青、妇等社会团体在普及卫生应急知识

和卫生科普知识方面的作用。

（二）培训

区指挥部办公室制定培训计划，定期组织各级领导、应急

管理人员、应急救援人员、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开展相关知识的

培训，定期组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专业性和综合性岗前

培训、常规性培训，更新知识，提高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三）演练

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结合各

类应急预案，按照“统一规划、分类实施、分级负责、突出重

点、适应需求”的原则，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形式，组织

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演练，对演练结果进行评估和总

结。通过应急演练，培训卫生应急队伍，落实岗位责任，熟悉

应急工作的指挥、决策、协调和处置的程序，评估应急准备状

态，检验预案的可行性，改进和完善应急预案。

5 后期处置

5.1 善后处置

5.1.1 在区委、区政府及区应急委的统一领导下，由区

相关部门、有关单位和区重点地区负责善后处置工作，及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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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恢复重建计划和善后处置措施，并组织实施。

5.1.2 区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做好受灾地区的社会管理工

作，做好救助款物的管理、调拨、发放等工作。审计、监察等

部门应当对补偿物资和资金的安排、拨付和使用进行监督，必

要时实施跟踪审计。

5.1.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结束后，区政府应当

组织有关部门对应急处置期间紧急调集、征用有关单位、企业、

个人的物资和劳务进行合理评估，给予补偿。

5.1.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保险监管部门负责督

促保险机构及时开展保险受理、赔付工作。区人民政府将损失

情况及时向保险监管部门和保险机构通报，协助做好保险理赔

和纠纷处理工作。

5.2 社会救助与抚恤

5.2.1 事件处置主责部门会同应急管理部门，做好应急

期间人员安置和生活保障。

5.2.2 由事件处置主责部门牵头，民政部门配合，会同

相关部门做好应急捐赠相关工作；红十字会等人民团体、社会

公益性团体和组织，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各自工作条例的规

定，积极开展工作。

5.2.3 司法行政部门组织法律援助机构和有关社会力量

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涉及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维护其合法权

益。

5.2.4 工会、共青团、妇联、红十字会等人民团体，协

助卫生等有关部门提供心理服务等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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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民政、退役军人管理等部门会同应急管理、财政

部门，对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工作中伤亡的人员给予抚慰或抚

恤。

5.3 调查与评估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应由相关主责部门牵头，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

时组织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调查处理及责任追究工作。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或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调

查、评估工作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5.4 奖惩

根据国家和北京市有关规定，对参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处置且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对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报告、调查、控制和处置

过程中，有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等行为的，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6 附则与附件

6.1 名词术语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

造成公众健康严重损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重

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群体性中毒以及其他严

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二）突发急性传染病：是指在短时间内突然发生，重症

和死亡比例高，早期识别困难，缺乏特异和有效的防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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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导致大规模暴发流行、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造成或可能

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须采取紧急措施应对的传

染病。

（三）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是指在短时间内，某个相对

集中的区域内同时或者相继出现具有共同临床表现病人，且病

例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又暂时不能明确诊断的疾病。

（四）突发中毒事件：是指在短时间内，毒物通过一定方

式作用于特定人群造成的群发性健康影响事件。

（五）新发传染病：是指全球首次发现的传染病。

（六）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

不含本数。

6.2 预案管理

6.2.1 应急预案体系

本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分为区、街镇以及相

关单位二级管理。区指挥部按规定制定本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预案；各街镇以及相关单位根据要求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预案。

6.2.2 预案制定

本预案由区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制定和解释。各街镇及有关

单位应依据本预案制定各自相应的应急预案或工作方案，并报

区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6.2.3 预案修订

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机构调整或应急

资源发生变化，以及应急处置过程中和各类应急演练中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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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由区指挥部办公室适时组织评估，对本

预案进行修订。

6.2.4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丰台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预案（2013 年版）》同时废止。

6.3 指挥部成员单位及其职责

丰台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包括区有

关部门、单位和各街、镇，职责分工如下：

（一）区卫生健康委

1.负责组织制订本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技术方案。

2.负责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应急监测、风险评估，做

好卫生应急救援的组织协调。

3.组织实施应急医疗救治工作；对公共场所和有关单位的

疾病预防控制措施落实情况开展检查、督导。

4.根据预防控制工作需要，依法提出对有关地区进行隔

离、封锁等措施建议。

5.按规定及时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

6.组织开展心理咨询、抚慰等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7.组织本区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处置相关知识、技能培训与演练工作。

8.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知识宣传，增强全社会防范

意识和应对能力。

（二）区委宣传部

1.组织指导区属媒体开展相关防病知识的宣传普及，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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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措施宣传解读，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舆论支持。

2.组织媒体对较大以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工作进

行宣传报道；根据需要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权威信息。

（三）区委网信办

加强互联网信息管理,收集、跟踪网络舆情动态，及时向

区指挥部报告情况；会同相关部门及时、有针对性地开展应急

处置。

（四）区融媒体中心

整合区融媒体资源开展相关防病知识的宣传普及，开展政

策措施宣传解读，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舆论支持。

（五）区发展改革委

1.优先支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2.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规划。

3.配合突发事件主责部门和财政部门制定应由政府补偿

的被征用物资、劳务等的补偿标准和办法。

（六）区教委

1.负责全区各级各类学校、托幼机构和教育培训机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的行业管理。

2.组织做好在校学生、儿童、教职工的健康宣教工作。

3.协助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开展相关工作。

（七）区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局

1.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负责制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防治技术研究方案，组织科研力量开展应急防治技术科研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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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统一协调、解决检测技术、药物、疫苗研发和应用中的科

技问题。

2.负责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的有线电

子政务网络、800 兆无线政务网保障工作；承担丰台区通信保

障应急指挥部的具体工作。

（八）区公安分局

1.密切关注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关的社会动态，依法、

及时、妥善做好应对工作，查处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

稳定。

2.必要时，协助医疗卫生机构追踪管理传染病病人、病原

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对其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

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

3.对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

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采取强制

隔离治疗措施。

4.优先放行卫生应急车辆和人员，并根据需要开设卫生应

急救援交通“绿色通道”。

5.开展高风险人员及疫情高发地区信息库有关工作，及时

推送相关单位开展落地查控。

（九）区民政局

组织做好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死亡人员的火化及其他善

后工作。

（十）区财政局

1.保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风险评估、处置救援



— 32 —

等防控工作经费，安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所需资金。

2.保障卫生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卫生应急队伍培训演

练、防控知识宣传、应急信息系统建设和维护、物资储备等工

作经费。

3.保障卫生应急专家团队、志愿者队伍建设和管理等所需

经费。

4.组织做好财政相关经费和资产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

（十一）区人力社保局

1.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好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

工作人员的工伤待遇政策。

2.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传染病疫情防治人员临时性工作补

助实施工作。

（十二）区生态环境局

1.对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的非生物环境污染，组织

开展环境质量监测与环境保护监督执法，维护环境安全。

2.对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活动中的环境污染

防治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十三）区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1.组织建筑工地落实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控制

措施，进行防病知识宣传教育，做好建筑工人的自我防护。

2.必要时配合卫生健康部门组织实施工地封闭式管理等

具体措施。

3.协助医疗卫生机构追踪管理在建筑工地工作的传染病

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配合医疗机构对



— 33 —

其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

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后，及时向建筑工地转

发预警信息。

（十四）区城市管理委

1.负责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置监督管理。根据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工作需要，协调生活垃圾焚烧厂协同应急

处置重点管控生活垃圾。

2.采取必要措施，优先保障医疗卫生机构的供电、供气、

供热等公共设施正常运行。

（十五）区农业农村局

1.组织做好人畜共患传染病所涉动物疫病的监测、排查、

流调和应急处置，依法开展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2.加强与卫生健康部门的信息沟通和监测结果通报。

3.开展相关动物疫病防控知识宣传。

（十六）区商务局

1.负责粮食的储备及市场供应保障，以及生活必需品市场

供应和监测工作。

2.协调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做好粮油、民用防疫物资调配

及救灾物资储备调拨。

（十七）区文化和旅游局

1.会同相关部门做好旅游行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

制和应急处置工作；协助医疗卫生机构追踪管理我区注册旅行

社组织的旅游团队中的传染病患者、疑似患者、病原携带者、

密切接触者，对其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必要的预防



— 34 —

措施。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后，及时向辖区旅游行

业有关单位转发预警信息；组织落实具体应急响应措施。

3.组织做好对我区注册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队开展宣传、

登记、观察工作。

（十八）区应急管理局

1.根据需要，指导和支持属地政府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对

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基本生活困难的群众开展基本生活

救助。

2.对申请通过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平台发布的预警信息，

进行审核、发布、备案。

（十九）区市场监管局

1.依法监督管理或参与监督管理相关市场经营主体，规范

市场交易行为，维护公平竞争。

2.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

益，维护市场秩序。

3.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食品安全危害

控制及相关工作。组织开展食品安全事故的查处，组织协调做

好食品安全事件的处置，配合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4.依法对农贸市场、超市、餐饮场所等经营场所开展监督

检查工作，并对重点产品开展食品安全抽检；对接触直接入口

食品从业人员进行健康证明检查。

5.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药品零售及使用环节、

医疗器械（一类）生产、医疗器械经营及使用环节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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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绿色审批流程，主动服务，助力产品审批。

6.按照区指挥部办公室制定的储备目录和计划，负责协调

应急处置中九大类医用防护物资供应工作。

（二十）区政府外办

1.会同区指挥部办公室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涉及外

籍及港澳人员的相应应急处置工作。

2.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在京境外人员疫情情况的领事通报，

统筹协调领事探视相关事宜。

3.协调指导做好涉及驻京外国新闻机构和记者有关工作。

（二十一）区台办

负责指导、协调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涉及台湾同胞相

关工作事宜。

（二十二）区园林绿化局

1.组织做好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相关野生动物健康状

况的监测工作。

2.对易患人畜共患病的野生动物开展监测，及时通报监测

结果。

（二十三）区医保局

1.协助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伤病人员救治的医疗保障

工作。协助解决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致病参保人员医疗保险报

销问题。

2.按照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授权，及时调整临时纳入

诊疗方案的有关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的限定支付范围；及时调

整本市医保报销政策，确保定点医疗机构不受年度医保总额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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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管理规定指标限制，保障各医疗机构开展应急医疗救治工

作。

3.协同做好应急处置相关药品和耗材采购与价格监测监

管工作。建立健全应急医疗救治期间相关药品和医用耗材阳光

采购平台挂网采购绿色通道。

（二十四）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管理委员会、北京丽泽

金融商务区管理委员会

1.当管理区内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协调配合卫生应

急处置机构及时采取防控措施，共同开展处置工作。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后，及时播发预警信

息；组织落实具体应急响应措施。

（二十五）区总工会、团区委、区妇联

1.协助开展心理危机干预等工作。

2.协助开展有关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宣传教育等工

作。

（二十六）区红十字会

1.开展应急救护和防病知识的宣传、普及、培训。

2.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体情况，积极发出呼吁，依法

接受国内组织和个人的捐赠；及时向灾区群众提供急需的人道

援助，参与灾后重建。

3.依法开展互助互济和经常性救灾捐赠活动。

（二十七）市交通委丰台运管分局

1.组织公共交通企业落实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

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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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合有关部门开展防控人员以及防治药品、器械等应急

物资和有关标本的运送工作。

3.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涉疫公共交通工具的追踪和消杀工

作。

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后，及时在交通场站播

发预警信息；组织落实具体应急响应措施。

（二十八）区水务局

在水利职责范围内，围绕保障供水安全和防汛安全，负责

原水应急监测和供水应急调度，做好重大突发水污染事件报告

和有关应对工作。

（二十九）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按照属地为主、分级负责的原则，负责辖区内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

等应对活动。制定本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落实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各项防控措施；负责安排本地区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应急处置所需经费；协助指挥部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应急处理工作。

6.4 丰台区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通讯录

丰台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通

讯录见下表：

序号 指挥部成员单位名称 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1 区卫生健康委 刘婉莹 主任 83949001

2 区委宣传部 钟媛媛 副部长 83656055

3 区委网信办 赵艳霞 副主任 83656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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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区融媒体中心 王慧平 副主任 63804892

5 区发展改革委 李声 副主任 83656321

6 区教委 钟灵 副主任 63811971

7 区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局 毛一啸 副局长 83656388

8 区公安分局 刘明新 内保大队副大队长 63915362

9 区民政局 朱纯洁 副局长 63258318

10 区财政局 刘树东 副局长 63896150

11 区人力社保局 汪允强 三级调研员 63258388

12 区生态环境局 史军
综合执法大队

大队长
83368509

13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雷海正 副主任 52812018

14 区城市管理委 赵卫东 副主任 83656296

15 区农业农村局 刘军
农工委会员、

农业综合执法大队长
63812074

16 区商务局 沈越 副局长 63839330

17 区文化和旅游局 刘井权 副局长 83811367

18 区应急管理局 李颖 副局长 83368604

19 区市场监管局 程耀谷 副局长 83890871

20 区政府外办 王东 副主任 83656670

21 区台办 薛红 主任 83656708

22 区园林绿化局 边钰 副局长 83063218

23 区医保局 李凤云 副局长 6325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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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区总工会 王斌 副主席 83802556

25 团区委 谢雯菁 副书记 63827345

26 区妇联 马莉 副主席 63810685

27 区红十字会 李静 秘书长 63824718

28 市交通委丰台运管分局 孙永祥 副局长 63868501

29 区水务局 李重阳 副局长 63850331

30 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管委会 石磊 副主任 63702058

31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韩晶 副书记 83509051

32 丰台街道 于烨 副主任 83936935

33 六里桥街道 唐婍婧 副主任 63862890

34 太平桥街道 赵文军 副主任 63466067

35 新村街道 王晓晨 副主任 83262805

36 玉泉营街道 李洪 副主任 63771016

37 花乡街道 张赓正 副主任 83755391

38 看丹街道 董学强 副主任 83758830

39 五里店街道 吴建民 副主任 63827106

40 卢沟桥街道 魏晓娟 副主任 83211950

41 青塔街道 甘京生 副主任 68232268

42 右安门街道 冯勇 副主任 83402073

43 西罗园街道 贾晓方（代） 主任 87272819

44 马家堡街道 戴杰 副主任 87579882

45 大红门街道 沈洁 副主任 6727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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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东铁匠营街道 李欣 副主任 67694258

47 成寿寺街道 郑岚 副主任 87617793

48 方庄街道 陈艳菲 副主任 67694175

49 石榴庄街道 王昊 副主任 67279206

50 南苑街道 陈雯 副主任 67998832

51 和义街道 王海霞 副主任 67904005

52 东高地街道 刘晓星 副主任 68754160

53 宛平街道 郝文静 副主任 83218006

54 长辛店街道 曹方娣 副主任 83871356

55 云岗街道 张艳平 副主任 88539122

56 北宫镇 吕随意 副镇长 83887163

57 王佐镇 丁群峰 副镇长 83317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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