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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原因和处理水平受制于社会因素的影响。
　　卫生人员的责任是最快捷地揭示其发生原因，制订防治措施，减少危害程度，改进预测预报能力
。为此，作者以在部队和地方主持处理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依托，以公开发表的论文为依据，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理论与实践进行探讨。全书70余万字，分别以《总论》、《调查与防治》、《
检验与研究》、《进展与思考》列四章；以近半个世纪的防治历程，对各种疾病、自然灾害的处理“
现身说法”。该书实事求是地勾画出半个世纪来基层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思路与水平；案例凿凿
，因果清晰，近瞻远眺，各有涉及，读者可以从中悟出在各自条件下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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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成斋，主任医师，教授。长期从事流行病研究和传染病临床治疗。主要著作有《军队流行病学
》、《肝吸虫病》、《最新肠道致病菌检验》（译著）及《伤寒论现代医学评述》（新著），先后发
表论文140多篇。在部队和地方主持和参与处理大量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为特征的传染、非传染性疾
病暴发，指导自然灾害的救灾防病工作，积累了较丰富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验。在总结经验、
展望未来的思想指导下，梳理了所在单位和个人45年防治工作的得失，力图勾画出在中国条件下以处
理急、慢性传染病为主轴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技术思路；坚持中西医结合治疗传染病，坚持以
检出、消除病原体作为诊断和判定疗效“金标准”的理念，使包括乙、丙型病毒性肝炎等在内的传染
病防治立足于科学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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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论　　一、概述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定义　　我国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下
简称突发事件）的定义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
群体性不明原因的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对此定义的内涵进
一步解读，突发事件具有如下特征：　　发生速度是突然的。它可能是常见疾病的量变，由原来的少
量、局部酿成大量和扩散漫延；也可能是某一新发现的、暂时尚未被认识的新疾病，二者均没有严格
的时间、空间界定。所谓“突然”只是与“缓慢”相对区别的一个概念。　　后果估计是造成或可能
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根据突发事件的原因可以经过迅速评估出对人体造成的损害，即致病
、致死、致残的可能范围及数量，从而估计出对社会公众健康的影响程度。　　突发事件的原因为重
大疫情，暂时未查明原因的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及其他可以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为了便
于评估，可以把事件原因分为传染性和非传染性两大类。前者指由致病微生物所引起，后者指由异常
自然因素，如台（飓）风、酷暑、低温、洪涝、海啸、泥石流、地震、火山喷发、森林草原大火等所
引起；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所引发的（如工业毒物泄漏、排放、核泄漏乃至恐怖性生物、化学袭击等）
事件可引起群体性损害。对那些虽有疾病表现，但暂时还无法查清原因的事件，应使用一切可能的手
段尽快查清原因，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尽快中止或减轻对社会公众健康的损害。　　突发事件
多数是突然发生、持续时间较短（核泄漏除外）。损害发生集中而强烈，处理不及时或不当，常可引
起公众的惊慌或恐怖，影响社会稳定、和谐。公共卫生机构及其成员是调查原因、制定防制（治）措
施的承担者，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前提下，深人现场侦察调查，为政府或上级单位提供决策依据，控制
事件继续发生，以最大限度的减少、降低对其他健康人群的危害。在此定义中使用了“重大传染病疫
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及“重大食物中毒和职业中毒”，也是一个相对概念。不能因为规模小而
忽视其危害性，如在一个县的一个村庄，一个团里一个班，发生突发事件，放在全国范围内不叫“重
大”，但在一个县、一个团仍应视为重大。1992年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初发在广东时，也只是
一两例，而最后竞酿成全国性大流行。对待突发事件的态度，切莫因“大”而乱方寸，因“小”而忽
视、怠慢。深刻的教训告诉我们，许多突发事件的失控，都是由于早期被轻视、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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