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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响应

启动一级响应后，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按照《广东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划分为

我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各 级 人 民 政 府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各级疾控机构做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收集、报告与分析工作。
一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疾控机构人员到达现场后，

尽快制订流行病学调查计划和方案，地方专业技

术人员按照计划和方案，开展对突发事件累及人群的

发病情况、分布特点进行调查分析，提出并实施有针

对性的预防控制措施；对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病

源携带者及其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调查，查明传播链，

并向相关地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通报情况。

二

实验室检测：省疾控中心指定的专业技术机构在

地方专业机构的配合下，按有关技术规范采集足

量、足够的标本，分送省级和国家应急处理功能网络

实验室检测，查找致病原因。

三

开展科研与国际交流：开展与突发事件相关的诊

断试剂、疫苗、消毒方法、医疗卫生防护用品等

方面的研究。开展国际合作，加快病源查寻和病因诊断。

四

开展技术培训：省疾控中心负责县级以上疾控机

构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
五

组织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卫生监督机

构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调查与处理。
一

组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进行评估，提出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处理的响应级别。

二

应急控制措施 ：根据需要组织开展应急疫苗接

种、预防服药。

三

督导检查：省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全省的应急处

理工作进行督查和指导；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应急处理工作进行督察和指导。

四

发布信息与通报：省卫生行政部门经授权后，在

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办指导下，及时向社会发布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或公告。省卫生行政部门应

及时向省人民政府，各地级以上市卫生行政部门以及

驻粤部队报告（通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况。对涉

及跨境的疫 情线索，由省卫生行政部门报请国务院卫

生行政部门向有关国家和地区通报情况。

五

制订技术标准和规范：省卫生行政部门对新发现

的突发传染病、不明原因的群体性疾病、重大中

毒事件，组织力量制订技术标准和规范，及时组织全

省培训和参与全国培训。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组织

开展相应的培训工作。

六

普及卫生知识：针对事件性质，有针对性地开展

卫生知识宣教，提高公众健康意识和自我防护能

力，消除公众心理障碍，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七

进行事件评估：组织专家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处理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包括事件概况、现场调

查处理概况、病人救治情况、所采取的措施、效果评价等。

八

卫 生 行 政 部 门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机 构

 1 月 23 日晚，广东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启动广东省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1 月 24 日，我市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
应动员令，围绕“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
早治疗”疫情防控要求，内防扩散、外防输入，在
人员管理、疫情防控、有效救治等方面落实“六个
确保到位”，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什么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未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地区应根据其他地区

发生事件的性质、特点、发生区域和发展趋势，分析

本地区受波及的可能性和程度，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密切保持与事件发生地区的联系，及时获取相

关信息。

●组织做好本行政区域应急处理所需的人员与物

资准备。

●加强相关疾病与健康监测和报告工作，必要时

建立专门报告制度。

●开展重点人群、重点场所和重点环节的监测和

预防控制工作，防患于未然。

●开展防治知识宣传和健康教育，提高公众自我

保护意识和能力。

●根据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单位的决定，开展

交通卫生检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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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协调有关单位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一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需要，调集本行政区

域内各类人员、物资、交通工具和相关设施、设

备参加应急处理工作。涉及危险化学品管理和运输安

全的，有关单位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防止事故发生。

二

划定控制区域：甲类、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时，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报经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决

定，可以宣布疫区范围；经省人民政府决定，可以对本

行政区域内甲类传染病疫区实施封锁；封锁大、中城市

的疫区或者封锁跨省（区、市）的疫区，以及封锁疫区

导致中断干线交通或者封锁边界的，由省人民政府报请

国务院决定。对重大食物中毒和职业中毒事故，根据污

染食品扩散和职业危害因素波及的范围，划定控制区域。

三

疫情控制措施：当地人民政府可以在本行政区域

内采取限制或者停止集市、集会、影剧院演出，

以及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动；停工、停业、停课；封闭

或者封存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食品

以及相关物品等紧急措施；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

以及相关设施和设备。

四

流动人口管理：对流动人口采取预防工作，落实

控制措施，对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采取就地隔离、

就地观察、就地治疗的措施，对密切接触者根据情况

采取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

五

实施交通卫生检疫：组织交通、铁路、民航、出

入境检验检疫等单位在交通站点和出入境口岸设

置临时交通卫生检疫站，对出入境、进出疫区和运行

中的交通工具及其乘运人员和物资、宿主动物进行检

疫查验，对病人、疑似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实施隔离、

留验和向地方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机构移交。

六

信息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有关单位

要按照有关规定作好信息发布工作，信息发布要

及时主动、准确把握，实事求是，正确引导舆论，注

重社会效果。

七

开展群防群治：街道、乡（镇）以及居委会、村

委会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单位、医疗机

构，做好疫情信息的收集、报告、人员分散隔离及公

共卫生措施的实施工作。

八

维护社会稳定：组织有关单位保障商品供应，平

抑物价，防止哄抢；严厉打击造谣传谣、哄抬物价、

囤积居奇、制假售假等违法犯罪和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

九

开展病人接诊、收治和转运工作，实行重症和普

通病人分开管理，对疑似病人及时排除或确诊。
一

协助疾控机构人员开展标本采集、流行病学调查

工作。
二

做好医院内现场控制、消毒隔离、个人防护、医疗

垃圾和污水处理工作，防止院内交叉感染和污染。
三

做好传染病和中毒病人的报告。对因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而引起身体伤害的病人，任何医疗机构不

得拒绝接诊。

四

对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和新发传染病做好病例分

析与总结，积累诊断治疗的经验。重大中毒事件，

按照现场救援、病人转运、后续治疗相结合的原则进

行处置。

五

开展科研与国际交流：开展与突发事件相关的诊

断试剂、药品、防护用品等方面的研究。开展国

际合作，加快病源查寻和病因诊断。

六

医 疗 机 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调动出入境检验检疫

机构技术力量，配合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做好口岸

的应急处理工作。

一

及时上报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情况变化。二

非 事 件 发 生 地 区 的

应 急 响 应 措 施

出 入 境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在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下，开展对医疗机构、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各项

措施落实情况的督导、检查。

一

围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开展食品卫

生、环境卫生、职业卫生等的卫生监督和执法稽查。
二

协助卫生行政部门依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条例》《广东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及

有关法律法规，调查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

中的违法行为。

三

卫 生 监 督 机 构

其中，一级响应属于最高级别的响应。

一般

（Ⅳ级）

较大
（Ⅲ级）

重大
（Ⅱ级）

特别重大
（Ⅰ级）

一级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