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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期间北京中医药大学 7 805 名本科生的防控管理角度入

手，在全面排查摸底，建立学生日常信息采集数据库、构建应急工作防控队伍和针对“停课

不停育”发布疫情期间延期开学应急工作方案的基础上，开展了疫情突发状态下基于疫情发

展的时间、空间、人物和事件 4个维度的立体网格化学生管理模式研究。在既阻断疫情传播，

又开展学生分类管理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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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fronted with “postponing the start of school but not suspending education” during 

COVID-19 outbreak,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s taken the 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 conducting a thorough screening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of 7805 students, 

setting up a database for their daily activities, establishing an emergency prevention-control team; 

and working out an emergency plan. During the sudden epidemic outbreak, we implemented the 

multi-dimensional management mode in terms of time, space people and events. The management 

mode has achieved desirable outcomes in both successfu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spread of 

COVID-19, and also innovative exploration of classified management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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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2 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陆续发现了多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随着疫情的

蔓延，我国其他地区及境外也相继发现了此类病例。该病作为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已纳入《中

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按甲类传染病管理
[1]
。2020年 1月 25日，

全国各省市全面启动重大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2020 年 2月 2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疫情爆发期间正值高校 2020 年寒假，多数学生都不在学校，但仍有部分实

习、校外勤工助学及参与社会实践的学生在学校居住。面对如此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开

展精准、高效的学生管理，除可防控学生疫情传播以外，也会大大减少诱发诸多社会问题，

从而避免次生危机的发生。为此，北京中医药大学应对疫情爆发，在启动应急预案、数据排



查、防疫教育等的同时，还探索构建了基于疫情防控目标下时间、空间、人物、事件 4 个维

度的立体网格化学生管理模式，对高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学生管理进行了有效的路径探

索与研究。 

1 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传染病疫情是六大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一，具有突发性、公共属性和危害严重性的主

要特点。信息是决策的基础。及时、准确、全面地排查学生信息，有助于高校做出正确的分

析和判断,及时防控疫情的蔓延,最大限度地保护学生身心健康。因此，快速、精准排查每个

学生的基本信息、健康情况、行程及居住所在地，是此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首要任务。 

1.1 迅速启动排查，建立动态信息数据库 

（1）设计调查内容，构建行踪和健康监测有效机制。自行设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摸排情况统计表”，构建全方位学生基本信息数据库，内容包括：①学生当前所

在地情况（包括是否滞留在学校及原因、是否居住在北京市、当前所在地区及居住具体地址、

是否出境等）；②近 14 天行程轨迹（包括行程具体时间、目的地、乘坐的交通工具、是否

途经或停留疫区、是否有返京和返校计划等）；③当前健康情况（包括近 14 天内有无发

热>37.3度、有无接触疫区人员、有无接触疑似或确诊病例、共同居住人员健康情况、是否

有医学隔离情况、是否被诊断为疑似病例、是否被诊断为确诊病例及共同居住人员的健康情

况）。 

（2）建立专项机制，规范数据统计具体要求。结合新冠肺炎疫情, 规范数据统计具体

要求：一是落实好“日报告、零汇报”制度。要求班主任每天坚持与学生沟通，摸排疫情动

态。二是落实三级信息报送专人负责制。分别为班主任/辅导员、学院主管学生工作领导及

学生工作部三级审核。三是要求持续疫情信息常态化统计，直至疫情结束。四是信息报送纪

律要求。要求报送时间准时，数据准确，不瞒报、不漏报。所有学生一人一册。 

1.2 构建应急工作队伍与工作预案，提高应急处置效率 

（1）统一部署, 分层设置学生工作应急防控队伍。疫情发生后，应急工作队伍的组建

可达到及时畅达重要指示与疫情信息、快速有效开展防控及处置突发事件的目的。为此，学

校紧急设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确保人力、物力、财

力响应到位。按照校、院、班层级，分层设置疫情期间学生工作应急防控队伍。其中，校级

学生工作队伍由主管学生工作领导负责，并与后勤部门、保卫部门、医疗管理部门联动形成

应急防控队伍，负责学生工作预案制定、情况排查与数据统计、健康状况摸排、思想教育与

引导、心理疏导与咨询等，以及留校学生教育管理、健康监测、返校学生健康与隔离观察等

工作；院级学生工作队伍由分管学生工作院领导和辅导员、班主任组成，负责学院学生教育

与组织管理工作，落实学校下达的工作指示，每日上报学生疫情监测数据和特殊学情；班级

学生工作队伍由班主任、班干部、学生骨干组成，负责班级学生教育与自我管理，并及时反

馈每位学生具体情况。 

（2）停课不停育，启动疫情期间学生教育方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的易感人群为



所有人群，可影响个别人员的认知、情感及行为等方面，对个体和社会均带来一定的困惑
[2]
。

2020 年 1 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表明，民众对疫情的情绪反应是负面的，表现为强烈

的担忧（79.3%）、愤怒（39.6%）和恐慌（33.4%）等
[3]
。我校大学生心理健康中心开展的

“北京中医药大学新冠疫情期间学生心理现状与服务需求调查”显示，1 308名参与调查的

学生当中，表现为担心的 54.7%、紧张的 20.03%、恐惧的 1.91%。疫情期间对情绪影响最大

的因素中，位于前 3 位的依次为：担心自己和亲友感染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53.1%）、由

于封闭隔离造成生活单调（52.2%）及社交活动受到影响（51.5%）。为此，我们制定并紧急

启动《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学生延期开学期间学生工作方案》，开展线上疫情形势教育、防

疫知识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法规教育与心理健康疏导。确保因疫情延期开学期间停课

不停育、停课不停学，学生教育管理有序开展，使分散在不同地区的学生能够第一时间正面

了解疫情发展，学会并掌握日常防疫知识及技能，及时缓解焦虑情绪，同时增加学生对学校

的归属感。 

2 构建四维立体网格化学生管理模式 

根据新冠肺炎的迅速爆发、疫情发展及传播特点，我们探索构建了立体网格化学生管理

模式，即基于疫情发展的时间、空间、人物、事件 4个维度的学生管理模式。 

2.1 以疫情传播防控为基础，构建时间维度管理 

时间维度的关键在于根据疫情爆发及传播防控的时间标志进行监控管理。根据国家卫健

委发布的疫情传播与防护要求，14 天为健康观察与医学观察的时间标志。因此，在学生管

理上，我们以“每天零点”及“14 天”为时间维度，一是统计排查学生健康情况及行程轨

迹；二是排查有无疫区停留居住、有无接触疫区人员、有无接触感染及疑似人员、家庭成员

及共同居住人员健康情况等；三是在学生健康隔离观察及宿舍健康观察期间，均以“每天零

点”及“14天”为界定标准进行管理。其中，宿舍健康观察 14天是指在学校设立的健康隔

离观察区 14天后，再次增加的健康观察期，以确保排查隔离存在潜伏期超过 14天的隐患现

象。 

2.2 以现时学生所在地为基础，构建空间维度管理 

以疫情爆发时学生所在地为空间维度，进行属地分类管理。由于疫情爆发时正处于寒假

当中的春节期间，学生流动性较大，易造成疫情传播及管理上的困难。为此，在学生管理上，

一是全力劝阻学生不要外出流动，二是按照学生现时所在地进行分类管理，包括在校留宿学

生、离校在家居住学生、离校不在家居住学生及特殊情况申请返校学生 4类进行管理。 

（1）在校留宿学生管理。主要做法包括：①封闭校园，严禁学生随意进出校门与公寓。

有特殊情况需要离校，要做好出行风险评估，与家长沟通后，签署《离校学生风险告知书》。

并告知学生一旦离校后未经允许不得返校。②健康监测，要求学生每日向班主任汇报体温及

健康情况。③取消所有校内聚集性活动，学生进出食堂、自习室、操场等公共场所，要求配

戴口罩，并保持安全距离。 



（2）离校在家居住学生管理。主要做法是：第一，线上联系，要求辅导员、班主任通

过微信、电话等途径，每日与学生沟通，摸排学生思想状况、健康状况和行动轨迹，并做好

记录。第二，建立台账，对学生疫情期间是否抵达或曾途经疫区、是否有疫区人员接触史、

目前居住所在地址、自身健康状况及共同居住人员的健康状况等进行每日监测。第三，自我

防护，要求学生在家不要外出、聚会和参加聚集性活动。同时开展线上有关疫情防护的知识

教育，引导学生做好个人和家庭卫生防护。 

（3）离校不在家居住学生管理。主要做法包括：属地管理，要求学生按照现时所在地

要求进行社区报备自行防护隔离；健康监测，要求学生每日向班主任汇报个人及共同居住人

员健康情况；行程管理，要求学生原地待命，直到收到复学通知方可返校。如果有学生在延

期开学期间有特殊情况需要回京或返乡，要及时向班主任汇报行程，并按属地要求进行健康

隔离 14 天。 

（4）特殊情况申请返校学生。对这一类情况的做法主要是，坚持无申报审批者，绝对

严禁返校。如特殊情况经批准可返校者，需要填写“健康情况调查信息表”，明确近 14 天

行程、健康监测状况、是否为密切接触者及本人诚信承诺。如经批准后入校者一律进入学生

隔离观察区监测 14天，健康情况无异常者再入住学生公寓单间居住 14天。严格按照《新冠

病毒疫情期间返校学生入住学生公寓工作流程》，启动学生工作部门、公寓管理部门双线对

接管理。学生餐食统一供给，学生在隔离观察区和单间公寓期间，统一免费配送 3餐，由指

定值班人员在指定时间段送餐到公寓一层窗口，并线上通知学生分别取餐。 

2.3 以密切接触人员为基础，构建人物维度管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主要防控是切断传播途径，特别是针对本次疫情“人传人”的传播

特征，以摸排“密切接触者”为人物维度管理。①使学生了解并明确“密切接触者”的概念

界定，以便及时上报信息，进行流行病学研判。②围绕“密切接触者”，制定相应管理措施。

要求凡是“密切接触者”均应按属地要求进行隔离医学观察。居家或在学校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观察期限为从最后一次与病例发生无有效防护的接触或可疑暴露后 14 天。居家医学观

察时应独立居住，尽可能减少与其他人员的接触。观察期间，应配合指定的管理人员或教师

每天早、晚各进行一次体温测量，并如实告知健康状况。③针对学生心理需求，进行心理咨

询师专项培训，开通线上心理预约视频咨询，随时解决学生的恐惧、焦虑等心理困惑。 

2.4 以学生特殊事件为基础，构建事件维度管理 

因疫情为突发事件,学校又处于放假之中，各种特殊事件也会随之出现。为此，我们以

各类特殊事件为参照，构建了事件维度。主要包括 3个方面。①针对处于临床实习的学生，

要求按照所在医院要求进行统一管理。在上级要求全部暂停实习时，根据学生健康情况与意

愿，按照留校住宿和居家休息两类进行管理。凡是申请回家居家休息的学生，都要求先行劝

阻以防止路途交叉感染。执意要求回家者，需要班主任与家长联系，征得同意后签订“离校

风险责任书”，回家后按照属地要求进行报告。②针对假期当中正在打工或社会实践的学生，

要求与相关单位进行联系，按照单位属地要求上报社区进行健康管理。③针对存在特殊困难



需要中途返校的学生，要求先要提出申请，在学校学生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研讨决定后，一律

到学校健康隔离区进行健康观察 14天。中间如出现发热等情况，要及时到定点医院就医。 

3 工作成效 

我校开展的学生应急管理模式应用在这次新冠肺炎爆发后，由学生原处于放假中的休息

状态，迅速调整为全天候、全方位，四维立体网格化的学生管理模式，在遏制疫情和学生精

准管理方面收到了满意的成效。以 2020 年 1月 25 日开始疫情管控为例，我校 7 805名本科

生中，居住在北京市的学生有 1 366 人（其中滞留在学校留宿的有 37 人。和平街校区 26

人，良乡校区 8人，3人曾在望京校区隔离点观察 14天）；居住在北京市以外的学生有 6 439

人（其中湖北省 194 人，其他地区 6 236人，境外 9人）。以上全体学生，截至目前（2020

年 3月 1日），尚未发现有疑似及确诊病例，学生状态整体平稳。 

4 小结 

综上所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是典型的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高校在应对

疫情爆发紧急情况下，最首要的就是要摸清学生的基本信息，迅速启动应急工作方案。在面

临假期休息当中学生比较分散的情况下，制定并实施针对疫情传播、发展的学生分类管理机

制是重中之重。我校基于新冠肺炎迅速爆发防控目标下构建的“时间、空间、人物、事件”

4个维度的立体网格化管理模式，在既阻断疫情传播，又细致学生管理方面进行了有效的路

径探索，可为高校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学生管理与创新工作理清思路，提高学生疫情防控

水平，也可为高校应对新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研究基础。下一步，还需在疫情结束时对

管理模式各项工作的运行与机制进行全面评估评价与再调整，以期在不断的强化过程管理和

适时调控过程中得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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