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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提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软件架构方案，为公共卫生领域应急管理工作提供支持。
方法／过程 通过文献分析和现场调研，设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软件架构方案。结果／结论 该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软件能够快速、有效地调动和整合各种卫生资源，及时开展应急救援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

伤亡和经济损失，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不断完善和提高应急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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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呈现突发性、不确定性、危

害性、系统性等特点［１－２］，危害性大，严重损害社

会公众健康［３－６］。因此，应急处置响应是否及时、

落实是否有效，直接决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论传

播态势［７］。做好充分准备是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和稳定民心的必要前提，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软件极具意义。

我国已建立多个公共卫生信息化平台，但其整

合与协同性仍有待提高。各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和沟

通机制尚不完善，导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

信息流通不畅，影响响应效率。此外，我国在公共

卫生数据分析和利用方面仍存在短板，与发达国家

存在一定差距。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的参与度

和信任度至关重要，但我国在公众健康教育、信息

传播和沟通方面仍存在不足，公众对疫情防控措施

的信任度和参与度不高。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规模扩

大，城市公共卫生事件风险不断加大，一些城市近

年出现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露了城市公共卫

生管理的短板［８－１１］。应急软件可以提高应急响应效

能，加强卫生应对能力［１２－１４］，增强抵抗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效率和水平［１５］。因此，开发体系完善的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软件对应对城市公共卫生突发事

件、维护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１６－１７］。

本文提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软件架构方案，具

有针对性强、数据整合完善、决策支持科学等优势，

与其他同类平台相比响应更加高效、决策更加科学，

为公共卫生领域应急管理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软件开发方案

２１　卫生应急准备子系统

２１１　设计思路及功能结构　卫生应急准备是为
了确保在突发卫生事件发生时，能够快速、有效地

调动和整合各种卫生资源，及时开展应急救援工

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其主要

设计思路如下：一是建立完善的应急组织体系；二

是强化应急物资储备；三是提升应急医疗救援能

力；四是加强应急队伍建设；五是完善应急预案和

制度建设；六是加强宣传教育和培训，加强公众的

卫生应急意识和技能培训，提高其自救互救能力。

卫生应急准备子系统功能结构，见图１。其主要面
向全市各医疗机构、急救中心、疾控中心提供应急

值守、应急保障、应急培训演练、应急预案管理和

应急知识库功能，用于满足全市卫生应急准备工作

的管理和监督需求，提高应急准备工作效能。

图１　卫生应急准备子系统功能结构

２１２　应急值守　包括应急指挥体系管理和值班
管理。前者依托现有应急指挥管理体系，建立支持

管理人员动态调整的在线应急指挥架构，可对其中

人员进行管理维护，形成完整的工作通讯录。后者

供各应急管理相关单位上传本单位的应急值班表，

可自动生成值班日志，供管理人员查询和统计。

２１３　应急保障　包括５个部分。一是应急队伍
管理和维护。全市各医疗机构根据系统预设模板，

填报应急队伍人员信息，如该信息发生变更，管理

人员可登录系统维护信息，实现动态管理。二是专

家库管理。管理人员可在系统中设置应急管理专家

小组，支持自定义小组名称、范围和工作区域；可

将专家信息录入系统，并根据已设置的专家小组进

行专家抽取；专家抽取过程中，可查看专家活动和

相关资源占用情况，确保专家小组真实有效。三是

医疗物资管理。各医疗机构根据医疗物资调查信息

表，填报本单位医疗物资信息，经管理部门审核通

过，可查询全市医疗物资信息。四是急救车组管

理。管理人员可查看全市急救车组的列表信息，点

击某辆车，还可查看详细的车辆信息、车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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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ＧＰＳ定位、车辆任务轨迹、接处警处理和院前
病案记录等。五是血库管理。通过与红十字血液中

心系统对接，查询全市各血液机构成品库库存、明

细和发放记录，支持按血型分析。

２１４　应急培训演练　管理人员可制定培训演练
计划，支持查看计划执行进度和完成情况；可动态管

理培训教材、课件和相关音视频资料，开展在线培训

考核，查询培训演练记录，按照培训单位和人员进行

考核分析，提高各机构职工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确

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２１５　应急预案管理　管理人员可根据本单位实
际情况，在线制定应急预案，包括突发事件类型、

应对措施、人员组织、物资保障、流程控制等多个

方面。支持上传电子版应急预案，对预案进行结构

化解析，以及关键字全文检索，有效提高各机构应

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效率。

２１６　应急知识库　基于知识图谱技术建立，包
含各种应急知识和技能，可实现管理人员对应急知

识的快速检索。

２２　卫生应急监测预警子系统

卫生应急监测预警子系统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

旨在通过对疾病、危险因素和异常健康事件的监测，

及时发现和识别潜在的公共卫生威胁，采取适当的措

施，防止或减轻其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其具体目标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及时发现和识别潜在的公共卫

生威胁，如新发突发传染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

等。二是通过对疾病、危险因素和异常健康事件的监

测，掌握其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趋势，为决策提供

科学依据。三是通过对疾病、危险因素和异常健康

事件的监测，评估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范围和程

度，为制定和调整应对策略提供支持。四是通过监

测和预警，为采取适当的措施提供时间保障，减轻

公共卫生事件对公众健康的影响。五是通过监测和

预警，提高公众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促进

社会共治，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

卫生应急监测预警子系统设计思路如下。一是建

立全面的监测网络。建立覆盖全市各医疗机构、急救

中心、疾控中心的监测网络，实现对疾病、危险因素

和异常健康事件的全面监测。二是整合多渠道数据。

整合医疗机构就诊记录、疾控中心疫情报告、卫生监

督机构执法信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康管理数据

等，通过相关分析全面了解公共卫生状况，及时发现

潜在的公共卫生威胁。三是分析风险监测数据。采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实时分析监测数

据，提供预警和预测功能，提高监测准确性和时效

性，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四是实现分级预警。根

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性质、范围和影响程度，分

级预警。不同级别的预警对应不同的应对措施和响

应级别，以保障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应对措施的有效

性。五是强化信息共享和合作机制。促进各地区、

各单位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协同作战，快速识别和应

对公共卫生威胁，提高整体应急响应能力。

２３　卫生应急处置子系统

卫生应急处置子系统的设计目标是确保在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发生时，能够快速、高效、有序地开展应

急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提高社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其设计思路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指挥决策中心。该中心负责全面协调和指导应急

处置工作，应具备完善的组织架构和职责分工，以进

行高效的信息汇总、决策支持和指挥调度。二是整合

信息资源。整合各相关部门和机构的信息资源，建立

完善的信息收集、传输、处理和分析体系，确保信息

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同时，要建立健全信息

公开机制，及时向公众发布权威信息，消除恐慌情

绪。三是优化决策支持系统。通过应用先进的预测

模型、风险评估方法和数据挖掘技术等，为决策者

提供科学、准确的数据支持和决策建议，提高决策

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四是实现高效协调和联动。加

强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协调联动，建立完善的工

作机制和沟通渠道，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和行

动协同，提高整体应急响应能力。五是提供技术支

持和保障。应急指挥系统应具备先进的技术支持和

保障手段，包括远程视频会议、无线通信、大数据

分析等，以满足应急处置工作的需要。

２４　卫生应急事件复盘子系统

卫生应急事件复盘子系统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产生的档案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存储、利用和

管理，旨在提高档案管理效率，保障档案信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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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和决策提供有力支

持。卫生应急处置结果推演主要步骤如下。第 １
步：设定模拟事件，选择可能发生的卫生应急事件

进行模拟。第２步：制定应急预案。根据模拟事件
特点和应对要求，制定相应应急预案。第３步：模
拟事件发生。模拟事件按照预设情境和时间节点发

生，各相关单位和人员按照职责和预案进行应对。

第４步：评估应对效果。对应急预案的执行情况进
行评估，包括响应速度、协调性、效果等方面。第

５步：总结经验教训。根据模拟事件的应对效果，
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和应对措施。

２５　卫生应急基础数据中心

卫生应急基础数据中心的设计目标是确保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发生时，能够实现快速、高效、可靠的数

据交换和共享，以支持应急处置工作，其设计思路如

下。一是建立统一的数据交换标准。包括数据格式、

数据元、数据交换协议等，以确保各地区、各部门之

间的数据能够兼容和共享。二是建立高效的数据传输

机制。包括实时数据传输、批量数据传输等，以确保

数据的及时性和完整性。三是实现可靠的数据交换与

共享。采用可靠的数据交换与共享技术，如基于Ｗｅｂ
服务的分布式计算、消息队列等，确保各地区、各部

门之间的数据能够可靠地交换和共享。四是保证数据

的安全性和保密性。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

施，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保密性。例如，采用加密技

术保护敏感数据，建立身份认证和访问控制机制，防

止数据泄漏和滥用。五是提供灵活的数据接口与扩展

性。以满足不同部门和地区的数据交换需求变化和

系统升级。六是支持多种数据源和数据格式。包括

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等，以

满足不同部门的数据需求。七是实现自动化与智能

化。通过技术手段，减少人工干预和操作成本，提

高数据交换的效率和准确性，例如利用机器学习算

法进行数据清洗和校验。

２６　卫生应急辅助决策中心

卫生应急辅助决策中心的设计目标是建立一个集

中、直观、易用的可视化分析展示系统，基于大数

据、物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现卫生

应急处置辅助决策和智慧化指挥调度，全面提高卫生

应急处置能力，保障公共卫生和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一是数据可视化。将复杂的数据以直观、易懂的可视

化图表、图形等形式展示出来，例如疫情分布图、病

例趋势图、救援行动路线图等，以便公众更好地理解

数据。二是实时监控。实时监控突发卫生事件的发展

和变化趋势，及时更新数据和可视化展示，便于决策

者快速掌握情况，作出正确决策。三是多维度分析。

从多个维度深入分析数据，例如时间、地点、病例

类型、年龄分布等，便于发现数据中的规律和趋

势，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四是数据交互。提供交

互式操作界面，使用户能够通过简单的操作对数据

进行筛选、过滤和分析，以获得更准确、个性化的

可视化展示结果。五是可定制。根据用户需求和偏

好，提供可定制的可视化展示模板和数据分析报

告。六是高效性能。优化系统性能，提高数据处理

和可视化展示效率，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用性。

３　效果评估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软件架构设计的应用评

估涉及多个方面，包括软件的功能性、可靠性、易

用性、安全性以及在实际应急响应中的表现等。一

是有效性评估。即评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软

件的响应速度和决策支持能力，如是否能够迅速响

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支持

和决策辅助，确保其有效应对各类紧急情况；预警

模型是否准确，能否及时发出预警信号；应急指挥

体系是否完善，能否实现医疗资源快速调度和分配

等。二是可靠性评估。即考察软件架构设计的稳定

性，确保在紧急情况下不会出现系统崩溃或数据丢

失等问题。需验证软件在长时间运行和高负载情况

下的表现；检测软件在长时间运行、高并发和大流

量状态下的稳定性；评估软件的数据加密和防护措

施是否到位，确保数据不被泄漏或篡改，数据传输

和存储过程安全。三是实用性评估。即评估软件架

构设计是否易于操作和使用，方便应急管理人员快

速熟悉并有效利用其功能。如分析软件是否提供用

户友好的界面和丰富的功能选项；评估用户界面是

否简洁明了，易于操作。四是灵活性评估。即考查

软件架构设计是否具备高度的灵活性，能够根据实

际需要快速调整和优化功能配置。如验证软件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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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模块化设计并支持扩展，以便在后续开发和升

级中添加新功能或修改现有功能。收集用户使用反

馈，包括功能需求、操作体验等方面的意见，并依

此进行优化。五是可扩展性评估。分析软件架构设

计是否具备强大的可扩展性，能够随着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响应需求的增长而不断扩展和升级。评估软

件是否支持与其他系统的集成和互操作，以实现更

广泛的信息共享和协同工作。

为了获得更全面、客观的评估结果，可采用多

种评估方法，如案例分析、调查问卷、专家评审

等。同时，还需要根据评估结果提出针对性的改进

建议，以不断优化和完善软件架构设计，提升其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中的效能。

４　结语

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应急响应

在一定程度上可成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

助力［１８－２０］。本研究设计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软件已取得初步成果，但用户友好性方面略有不

足，培训内容较复杂，培训成本高昂。未来将进一

步加强技术整合与标准化，优化用户中心设计，提

升系统的整体效能和实用性，为公共卫生安全提供

更加坚实的技术支撑。以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

时，能够快速、有效地调动和整合卫生资源，及时

救援，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维护公共卫生安

全，提高应急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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