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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简称突发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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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近年来全社会面临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日益增多，尤其是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发生，事

件爆发时间节点不确定，传播迅速广泛，社会、经济影响

恶劣。医院作为突发事件实施救援的主要医疗机构，当面

对重大突发事件时，无论是从医院应急响应能力、应急管

理机制、医院安全和应急物资储备保障上 [2-3]，都面临着极

其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应急物资的储备保障上。2003 年非

典的爆发，2009 年甲流的发生，近年来的 H7N9 及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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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为加大以区域诊疗中心等综合实力三甲医院为核心的应急医疗物资储备库的建设提供适行的思路和方式、方

法，以期提高医院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应急物资保障能力。方法 在国家法律、规范的指导下，从医疗应急物资储

备库的物资储备种类、物资储备量、物资储备的管理运行模式、物资的存放监管、物资库信息化建设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实

施方案的探讨设计。结果 该实施方案的探讨设计对应目前医院医疗应急物资储备的风险管理，进行了持续改进，具有科学

性和可行性，有助于医院医疗应急物资保障水平的提高。结论 扩大和构建独立的医疗应急物资储备库是加强应急物资风险

治理的首要解决因素；加大区域诊疗中心等综合实力三甲医院医疗应急物资储备库的建设，具有公共卫生灾害风险管理和

完善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区域诊疗中心；应急物资储备库

Discussion on Expan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mergency Medical Material Reserve of 
Region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Center and Other Tertiary A Hospitals

with Comprehensive Strength
ZHANG Yunlong1a, ZHU Huanlei1b, ZHANG Yunpeng2, CONG Chao1b

1. a. Department of Medical Engineering; b. East Operation Room, The Affiliated Yantai Yuhuangding Hospit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264000, China;

2. Department of Medical Engineering, The Zhifu District Hospital, Yantai Shandong 264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mergency medical material reserve base with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the region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center and the tertiary A hospital as the core, appropriate ideas, ways and methods 
were provided, so as to improve the emergency material support ability of the hospital in response to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Methods Under the guidance of 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systematic implementation scheme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type, quantity,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mode, storage supervision and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medical emergency 
material reserve was discussed and designed. Results The discussion and design of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correspond to the risk 
management of the medical emergency materials reserve in the hospital, and had been improved continuously, which was scientific 
and feasible, and was helpful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edical emergency materials guarantee level in the hospital. Conclusion To 
expand and build an independent medical emergency material reserve was the primary facto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emergency material risk; to increase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emergency material reserve in the tertiary A 
hospitals with comprehensive strength, such as region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centers,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ublic health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
Key words: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region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centre; emergency stores
[中图分类号] R197.3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1633.2020.00.000   [文章编号] 1674-1633(2020)00-0000-00

收稿日期：2020-03-01
通信作者：丛超，副主任护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手术室管理。
通信邮箱：6645028@163.com



中国医疗设备 2020年第35卷 00期  VOL.35 No.0030

研究论著 RESEARCH  WORK

年新型冠状病毒 NCP 的战役中，面对短时间内激增和持续

的疫情灾害，医疗应急物资的短缺对病人救援、医护人员

的职业防护等工作产生了很大的阻力，提高医疗机构应急

物资保障水平，构建有一定规模的医疗应急物资储备库，

是应急救援和处置的重要支撑力 [4]。

目前我国实行中央与地方两级医药储备模式 [5]，各地区

域诊疗中心及大型综合三甲医院作为国家公益性医疗资源的

重点，地方区域或社区抗灾力量的核心医疗机构，拥有优越

的医疗条件和比其他层级医院较高的应急体系水平 [6] ；立足

于大卫生观，可以利用医院内部和外部、动态和静态等全

方位的资源优势来达到地方区域医疗应急物资储备和配置

的目的 ；所以加大区域诊疗中心等综合实力三甲医院医疗

应急物资储备库的构建，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7]。

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负责评估和管理联邦储

备的物资，但医院、医疗系统和地区组织负责维护当地拥

有的储备物资 [8]。我们可以借鉴这种物资管理思路，结合

我国国情，系统的从医疗应急物资储备库的物资储备种类

和储备量的评估、物资储备的管理运行、存放、监管等方

面进行探讨，以期为提高医院的物资保障水平提供适行的

方式、方法。

1  建立医院应急库物资储备目录并进行物资编码建档

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应急物资的分类，应急

物资按照用途分类可分为 13 类，即防护用品类、生命救助

类、生命支持类、救援运载类、临时食宿类、污染清理类、

动力燃料类、工程设备类、器材工具类、照明设备类、通

信广播类、交通运输类、工程材料类 [9]。各医院通过进行近

年来区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评估和自身的灾害脆弱性

分析，在《卫生应急队伍装备参考目录（试行）》（卫办应急

发〔2008〕207 号）（表 1）的基础上，因地适宜，统计分析

制定出合理的医院物资储备目录 [10], 并对应急物资进行科学

的编码，以便日后物资库数据化、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构建。

2  构建医院应急物资分级评价体系，合理优化储存模

式和存储量

目前我国医疗机构应急物资的存储方式按照实物、资

金、计划（合同）和信息相结合的储备模式 [10-11]。其中实

物储备是短时间内医疗机构完成自我保障和应急处置过程

中，最主要、最直接、最可靠的储备方式，但也是投入成

本最高的方式。构建一定规模的医疗应急物资库，换言之

就是相应的增大实物的储备量和丰富物资的存储种类。

具体哪些物资需要进行大量的实物存储，医院可以根

据制定的应急物资储备目录，结合应急物资的重要性、稀缺

性、时效性这三个一级评价指标，构建应急物资分级评价

体系（图 1）[12-13]。由图 1 可以看出每一个一级指标都由若

干个二级指标组成，每个二级指标代表着物资的各种特性。

结合图 1，以时效性的评价为基础，依次叠加物资重

要性和稀缺性对物资存储模式的相关影响 [13]，将应急物资

的存储方式系统规划为 A、B、C 三类（表 2），这样有利

于为应急物资的存储提供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并且为日

后物资库的重点物资强化管理提供便利。其中 A 类物资表

示应以大量实物存储为主和其他存储模式为辅相结合的物

资，B 类物资则表示以少量实物和计划（合同）存储为主，

其他存储模式为辅相结合的物资，C 类物资则可以采用以

计划（合同）代替实物存储模式为主，资金和信息存储模

式为辅相结合的物资。

医疗应急物资储备量的定量问题，需要进行复杂的、

科学的计算。确定物资储备模式后，具体该项物资储备量

的多少还要考究多个因素 ：应急物资保障能力的要求、物

资储备计划应对周期、物资储备的成本、物资专项储备金

的投入、物资动态流通能力等因素 [11, 14]，其中应急物资保

障能力的要求和物资储备计划应对周期应是我们衡量物资

储备量的主要因素。物资动态流通能力在这里指的是一些

有效期限制的耗材 ；对于区域诊疗中心等综合实力较强的

三甲医院，凭借其较大的门诊流通量和病人收治能力，可

表1 《卫生应急队伍参考目录（试行）》统计归纳表

按突发事件类别分类 按应急物资用途分类 配置说明归纳

医疗救援类装备 (含药品) 以生命救助、生命支持类、救援运载、防护
用品类物资为主

满足40名医护技能人员7~10天200~300人次/24小时

传染病控制类装备 (含药品) 以防护用品类、生命救助类、污染清理类物
资为主

装备数量除有特殊说明外，均为能满足15人传染病处
置队伍处理一次事件的最大量

中毒处置类装备 (含药品) 以防护用品类、生命救助类、污染清理类为
主

装备数量除有特殊说明外，均为能满足15人中毒处置
队伍处理一次事件的最大量

核与放射处置类装备 (含药品) 以防护用品、污染清理类为主
装备数量除有特殊说明外，均为能6人应急处置队伍
处理一次事件的最大量

队伍保障类装备
以防护用品、工程设备类、器材工具类、照
明设备类、通信广播类、交通运输类为主

—

图1 医院应急物资分级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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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计划的将储备物资定期内部消耗或向区域内应急合作

医院输送，以避免因囤积造成的浪费，这同时也是变相的

降低了资金投入成本，实现了物资动态平衡存储，提高了

物资储备量和质量。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所以储备量不

是一个确定不变的固定值，而应该是在一个最低物资安全

保障的基值上，围绕一个物资储备平均值上下浮动的、变

化的数值。具体实现的目标是以合理的经济成本收获最大

的储备效能。

表2 物资存储模式汇总表

时效性 重要性 稀缺性 物资存储模式

紧急

非常重要

稀缺 A
一般稀缺 A
不稀缺 B

重要

稀缺 A
一般稀缺 B
不稀缺 B

一般重要

稀缺 B
一般稀缺 B
不稀缺 B

一般紧
急

非常重要

稀缺 A
一般稀缺 B
不稀缺 B

重要

稀缺 B
一般稀缺 B
不稀缺 C

一般重要c
稀缺 B

一般稀缺 C
不稀缺 C

3  医院应急物资库的存放和布局

医疗应急物资库物资的存放，应参照《全国医疗机构

卫生应急工作规范 ( 试行 )》中对医疗物资的分类标准划分，

对应急耗材和应急药品及部分后勤保障物资，按照“布局

合理、安全整洁、分类集中”的原则 [10, 15]，进行模块化的

存放（图 2）；每个存放区域做好标识，各项物资按照有效

期排序摆放，“先进先出，近期先出”的摆放规则，有利于

日后物资的清点和搬运 ；存放条件则按照各类物资的国家

相关标准构建，例如 ：部分药品应进行冷链存储。

关于应急设备、和应急手术器械包的存放，建议进行

分散式和定点存放的布局。划分到应急设备的科室负责保

障设备的日常维护和时刻完好备用状态 ；手术室则负责应

急手术器械包的完好、和无菌要求。

4  医院应急物资库管理体系的构建

医院成立应急管理办公室，下设应急物资管理委员会。

应急物资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分析物资需求、制定物资保

障计划、应急物资的综合调度等，委员会的组成成员涵盖

物资供应科、公共卫生科、药剂科、设备科、信息科、安

保办、运输办（车队）的主干人员 [16]。同时各科室成立应

急物资使用管理小组 , 各小组负责科室应急物资的日常维

护和统计上报工作。

在医院现有的物资采购、管理等制度上，制定应急物

资库的相关制度、流程和应急预案。

医院应急物资库应独立存在，管理、运行模式区别于

医院现有运行的普通物资库，建立单独台账，由医院物资

管理科指派专职库管员负责日常物资的出入库核查和物资

质量维护 ；使用、调度、监管受医院应急物资管理委员会

统一领导指挥，未有重大突发事件及特殊情况下不能启用，

即储备量时刻保持动态平衡状态，坚持“预防为主，常备

不懈”的方针。管理体系基础架构，见图 3。

应急物资库的管理体系包含医院自我管理之外，还要

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这样才能保证应急账目的清晰、

物资储存的落实到位等 ；应结合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级别，

规范医院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物资调度的权限等问题。

5  物资库智能化、信息化的需求

采用智能物流仓储系统构建医疗应急物资库 ；智能仓

储系统是指采用智能机器人堆码垛技术、智能信息管理技

术、自动控制技术、计算机监控和管理等技术组成的智能

化系统 [17]。智能仓储系统可以实现详细的出入库记录、详

细的出入库批次、库存预警信息、仓库闲置率、物资周转

等信息自动化功能，为物资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有力帮助，

并且大大减轻了劳动力。

构建区域网内应急物资供应管理信息化平台，通过平

台可以及时的了解区域所有位置应急物资库存信息，以便

在紧急情况区域间联防联控和日常盘存工作中使用。平台

提供多用户选项，可根据用户授权进行操作，包括政府相

关部门、医疗机构、物资供应企业、社会慈善机构等。信

息化平台的构建为应对突发事件时应急物资的安全、可靠、

有序、持续供应提供了便利 [18-19]，是实现应急物资信息存

储的有效途径。

图3 物资库管理体系基础架构图

图2 应急物资库模块化布局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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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讨论与小结

本文在目前医疗卫生应急物资库现状的基础上，进行

了对于以大型区域诊疗中心等综合三甲级医院为核心建立

物资库的探讨，探讨的过程其实就是风险评估的过程，结

合这次 2020 新冠疫情暴露出来的医疗应急物资短缺的问

题，需要我们深刻思考，不容忽视。从医院物资风险管理

角度分析 , 通过参阅相关研究成果 [2, 4, 6, 20]、调查和结合我

院自身情况，大致总结以下几点原因 ：① 大部分医院建有

物资应急储备目录，但物资储备目录种类不多，且没有建

立物资分级评价体系，储备模式没有侧重，重点应急物资

不明，例如，N95 口罩和医用外科口罩、防护服、酒精危

化品等，在部分医院不属于储备重点，重视程度不够 ；② 

应急物资储备主要采用实物和合同储备的方式 ；应急物资

库房规模小或没有独立的应急物资库房，是实物储备量很

少的主要客观原因 ；③ 实物储备量的多少没有标准指导，

缺乏科学的数学模型分析 ；④ 协议储备供应商的有效储备

力，缺乏管理和实践，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没有发挥其

效能 ；⑤ 应急资金投入的短缺，过度关注物资囤积造成的

经济成本，而忽视了应急物资储备的长远意义 ；⑥ 物资信

息储备明显不足，紧急预案备录的物资供应企业清单，仅

局限于合同协议企业，应急物资供应来源不广，具有局限性；

⑦ 缺乏应急物资智能信息化平台，信息沟通仍采用电话咨

询的手段，缺少区域联动机制，物资调动灵活性不高。

基于以上分析可见，扩大和构建独立的医疗应急物资

储备库是加强应急物资风险治理的首要解决因素，医院做

好应急物资的准备可以挽救人们的生命，保证医院服务的

连续性。选择以区域诊疗中心等大型综合三甲医院为大规

模物资库构建的核心，具有公共卫生灾害风险管理 [21] 和完

善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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