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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院士为发展北京公共卫生事业献计献策 北京市出台防治非典型肺炎预案 

  为了进一步做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预防与控制工作，切实有效地防止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复发，科学做好预案，建设
现代化的首都公共卫生体系，2003年7月30日，在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的大力协助下，北京市人民政府召开院士座谈
会，听取相关院士意见。北京市范伯元副市长、市卫生局韩德民副局长、工程院刘德培副院长、工程院白玉良副秘书长、
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办公室梁晓捷主任及有关市政府领导和院士出席了会议。会议由韩德民副局长主持。 
  首先，范伯元副市长代表北京市政府讲话，他充分地肯定并感谢在京院士在抗击非典战斗中的出色表现，希望院士们
为防止非典疫情复发预案提出宝贵意见，加强首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改善城市卫生管理水平。刘德培副院长也代表工程
院作简短发言，表示工程院会积极配合北京市政府工作，为防治非典及首都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努力。 
  接着，韩德民副局长对防治非典型肺炎预案和建设现代化的首都卫生公共体系作简单介绍，内容简报如下： 
  一、北京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应急预案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
例》和卫生部《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总结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以构建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应急处理机制为根本，提高快速反应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组织管理 
  北京地区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决策机构是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小组，负责研究决定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
重要事项和重大决策。北京市防治非典型肺炎办公室是日常管理机构，设在卫生局，负责日常防治工作的业务指导和信息
沟通与组织协调。 
  (三)工作措施 
  1.监测预警与信息报告 
  市、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非典型肺炎的监测、预警工作。建立疫情监测网络，由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市和区县
CDC、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及其他相关单位、部门构成。各相应部门对疫情、病情、流调等进行监测并
及时作出报告。专家预警委员会通过对信息的分析，结果由市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向社会发布。 
  2.预防控制与医疗救治 
  市、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成立防疫小分队，负责应急处置和防控措施的实施。卫生行政部门加强公众法律知识
和预防知识的普及教育，并进行督导检查。 
  各医院建立发烧病人筛查制度，并在专门区域设立发烧门诊。建立定点医院与对口支援体制，组织专家队伍，制定各
级医院防治非典型肺炎预案。 
  (四)应急响应 
  根据疫情的程度，专家预警委员会作出三级、二级、一级响应，并分别启动不同的组织领导体系，采取不同防控措
施，实施不同的医疗救治方案。 
  (五)保障措施 
  各级财政部门按财政分级负担的原则，为防治工作提供合理而充足的资金保障；市、区(县)两级分别建立防治非典型
肺炎物资储备库，提供物资保障；市卫生局组织防治非典型肺炎知识宣传及人员技术培训，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加强医药
卫生法制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加强疫苗等的研究工作，提供科研保障等。 
  二、建设现代化的首都公共卫生体系 
  (一)首都卫生事业发展面临的形势 
  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人们要求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卫生服务。目前，首都卫生医疗事业发展面临
的主要形势是：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世界极化经济全球化，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新形势
下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必须转变职能。 
  (二)应对新形势采取的措施 
  加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建立一流医疗产业体系，改革人事分配制度，提高人力资源利用
率，拓宽投融资渠道，实现医学产业多元化，建设现代化的公共卫生信息化和国家公共卫生研究平台(NIH)，完善卫生经济
政策，继续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创建健康城市，完善城乡一体化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出席会议的院士针对防治非典型肺炎预案和建设现代化的首都卫生公共体系两方面内容展开讨论，大家一致认为： 
  1.针对当前形势，制定防治非典型肺炎预案和建设现代化的首都卫生公共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2.切实加大对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投入 
  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建立并逐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包括医药卫生、医疗保障、卫生执法监督的医药卫生体
系，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保驾护航。而对医药卫生事业投入不足，使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明显
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只有切实加大对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投入，才会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推动其发展。 



  3.加强针对防治非典型肺炎的科技攻关工作 
  目前，非典型肺炎的病原来源不清，不能确定是否有隐性携带者，因此，加强对疫苗和治疗药物的研究，把重点立足
预防传染性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作为北京市卫生防御体系中的头等大事，并且坚持长期不懈的努力。 
  4.完善、提高现有的防治体系，增强团结协作精神 
  在过去经济不发达时期，我国在传染病防治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取得非常大的成绩。这次非典型肺炎的流行，福建省
紧邻广东省，但只有一例，可见我们的防治手段和专家技术力量是有效的和高水平的。因此，要完善和提高我国现有防治
体系，从政治防治过渡到科学防治。 

供稿人： 梁晓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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