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师范大学预防传染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物中毒

及其他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急性传染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物中毒及突发性

严重影响公共健康和生命的事件常有发病急、传播快、涉及

面广等特点，如缺少预防控制预案，给事件的预防和处理带

来一定难度，对师生身体健康和校园稳定造成一定影响，为

加强我校对传染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

危害以及其他严惩影响公共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的预防

和控制工作，保障师生健康，维护校园稳定制定本工作预案。 

    一、预防为主 

    学校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对传染病等公共卫生事件的知

识教育，监测和防治，及时发现事件苗子及传染病病例，采

取有效的预防处置措施、切断传播途径，迅速控制事件的传

播和扩大。 

    二、分类处置 

    传染病及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等应根据不同事件分类

处置，对临床诊断病例、疑似病例，留院观察病人及对传染

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分别采取相应的预防控制措施。 

    三、行政强制 

    为有效地切断某些烈性传染病的传播，根据该传染病的

流行特点，对病人、接触者等应及时进行隔离或实行医疗观



察性隔离，对不配合的传染源及可疑传染源者必要时实行行

政强制性措施。 

    四、及时处置 

    应急事件一旦发生，对病例或当事人应严格按照“及时

发现、及时报告、及时治疗、及时控制”的原则，同时，对

事件的处置做到“统一、有序、快速、高效”。 

    五、分级管理，各尽职守 

    校园内一旦发生烈性传染病或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在

积极抢救、抢险的同时，应按规定及时上报市教委、市、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并做好区域隔离及救助工作，必要时，

将在上级政府及卫生防疫机构的统一指挥下开展防治救助

工作，校内各部门将按照本预案所确定的工作任务，在各自

工作职责范围内，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共同做

好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控制及救助工作。 

六、组织领导与相关部门职责 

   （一）学校 

    学校成立由学校主要领导为组长，并由相关职能部门的

主要领导组成的“预防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导小

组。具体组织、协调烈性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

和控制工作。一旦事件发生，立即组织各相关部门和有关单

位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密切协作，采取有效措施，做好突

发事件的应急性置工作。 



   （二）校医院 

    建立由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医院防病救治工作小组，

建立抢救治疗工作流程，将各项工作落实到人。 

    加强医疗机构及隔离区内的消毒工作，防止医源性感

染，做好病例的监测、筛选及报告，对可疑症状的病人及密

切接触者采取相应的临时分级隔离措施，预防疾病的传播及

事态的扩散。 

    及时报告疫情，保持与专业疾控机构及传染病医院的联

系，及时将病人转送到专业医疗机构。 

    指导消毒人员进行疫点、疫区的全面消毒工作。 

    及时开展健康教育，宣传普及卫生科普知识，指导师生

以科学的行为和方式对待已经发生的传染病或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 

    加强对各职能部门防制消毒等工作的专业指导与监督，

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三）保卫处 

    协助卫生及有关部门及时封锁可疑区域，做好疫点、疫

区现场封锁的治安管理工作，对需隔离观察的对象不配合

者，依法协助采取强制性隔离措施。保证抢救、抢险车辆的

畅通。 

 （四）资产处和后勤 

    1、做好疫区隔离设施及临时隔离区域内的生活设施安



装等工作。 

    2、做好临时隔离区域内临时生活用品的采购供应工作。 

    3、做好消毒人员的防护设施配备及疫区、疫点消毒工

作。 

    4、做好疫区污染废弃物的收集、消毒处置及清洁卫生

工作。 

    5、做好交通运输车辆的保障工作。 

    6、做好临时隔离人员的饮食供应工作。 

    7、根据疫情需要，扩装临时隔离场所。 

    8、当疫性需要时，社区作好临时隔离场所的创建及相

应保障工作。 

  （五）教务处 

     做好疫区临时隔离人员的调课、补课工作。做好根据

疫情需要落实学校停课、停学等措施。 

  （六）宣传部 

    及时向师生进行卫生宣传，加强应急处理工作，卫生防

病常识及好人好事的宣传报道。 

   （七）学工部、研工部、团委 

    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根据疫情需要，配合卫生

防疫部门相关防疫工作，做好被临时隔离学生的思想政治工

作，组织学生志愿者队伍，实施各种应急措施。 

   （八）人事处 



    做好传染病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事人及密切接触者，

在被医疗隔离或观察期间福利、工资等待遇。 

    对参加救护、救助的医务人员及其他参与人员给予适当

的补助和保健津贴，对作出特殊贡献的工作人员给予表彰和

奖励。 

   （九）财务处 

    制定经费保障方案及相关政策，划拨专款，落实各项应

急物资准备，病人隔离治疗，密切接触者医疗观察期间的医

疗费用，保证应急处理所需要的运行经费。 

    七、工作流程 

    传染病报告流程如附图一。 

    食物中毒事件是因食用者群众性食用了被污染食品后

引起的群发性中毒事件，是一种特殊的公共卫生事件。 

    对食物中毒事件的应急处理，在积极抢救病人的同时，

应首先对疑似食品立即停止继续出售，并封存该类疑似食

品，同时立即封存涉案供餐单位的留样食品，供食品监督机

构作流行病学调查。其他处置与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处置相

似。 

    食物中毒事件处置流程如附图二。 

 



附图一：传染病报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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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食物中毒事件处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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