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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韧性#.-/'3'-(0-$*缺失的卫生系统在灾难性

医疗需求激增情境下不堪重负"难以平衡灾难中的

紧急医疗救治与常规的医疗卫生服务"导致卫生系

统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 构建具有韧性的卫生系

统已成为全球减灾领域最前沿的政治议题%!&

' 此

次 !"$H 新型冠状病毒#!"$HJ(%6;$疫情的发展更

加反映出我国卫生系统的韧性能力亟需评估%B&

'

本文旨在熵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卫生组织#W6537

&-:34& 65,:('\:4'6("Q*@$卫生系统概念框架(Q*@

应急组织模块初步构建灾难性医疗需求激增情境

下的卫生系统韧性# &-:34& /+/4-F5-/'3'-(0-" *R.$

评价框架"以期为卫生系统韧性评价提供一定的

参考'

一(灾难性医疗需求激增情境下的*R.

韧性最初是物理学界定)物体受外力后变形"

再通过外力去除-弹回.原形的特性*' 韧性的基本

含义强调抵抗外来干扰而不损毁' 在卫生领域"

*R.被Q*@

%K&定义为)系统(社区或社会暴露于危

险之中"维持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功能"抵抗(吸收(

适应以及从灾难中快速有效恢复的能力*'

*R.是一个情境依赖性的问题%I&

"情境决定了

*R.概念的独特性' 无论是医疗分布边界明确(短

时间内发生且需外部资源增援的事件#如地震$"还

是医疗需求分布边界不确定(潜在危害巨大(持续

进展(影响广泛且资源需统一配给的事件#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都将导致医疗服务需求短时

间内突然显著增加或需求异常复杂"受灾地区医疗

服务的需求激增与卫生系统的应对能力严重失衡'

*R.概念的提出转变了传统卫生应急管理的

理论研究范式"为科学分析卫生系统中扰动和适应

性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二(基于熵理论的灾难性医疗需求激增情境下

*R.概念框架

熵理论最早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近代比利时

科学家普利高津引入熵流的概念后"熵的概念被泛

化"使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仍同样适用并发挥巨大

影响%#&

' 卫生系统具有耗散结构特征即开放性(非

平衡性及各要素之间呈非线性运动%D&并与外界有

物质和能量交流"即形成熵流' 熵成为刻画系统有

序度的概念"作为对系统状态的一个定量化描述"

可以用来描述系统状态的变化'

任何系统内都存在 B 种熵流"即总熵流(正熵流

与负熵流"!"]!

#

"̂ !

$

""其中 !"为系统总熵变"!

#

"

为系统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熵流"其值可

正可负/!

$

"为系统内部不可逆因素引起的熵变"即

熵产' 正熵的形成源于矛盾(冲突"是无序指数'

熵增加意味着系统无效程度增大'

灾难性医疗需求激增情境下"灾难作为来自卫

生系统外部的熵增因素"造成卫生系统正熵的增

加"使系统逐渐无序和不稳定"一个具备韧性的卫

生系统"可以不断引入负熵"伴随着各种信息流(人

员流和资金流等的流动%C&

"以抵消系统正熵的增

加"从而确保其向更高层次的稳定有序结构发展'

即保持原有功能而不致衰退的前提下"系统所能提

供最大的输出#健康改善(公平(效率$' 本文基于

Q*@的经典卫生系统模块"从投入J产出J结果#目

标$的熵流视角拟搭建的*R.概念框架' 见图 $'

三(灾难性医疗需求激增情境下*R.评价框架

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可行性(整体性等评价指

标体系构建原则"以卫生系统的投入J产出J结果熵

流分析为基础"初始框架结合 Q*@卫生系统模块

与Q*@有效应急准备项目要素%H&

' 卫生系统投入

熵流包括领导与治理(卫生人力(医疗技术(卫生信

息(卫生筹资/卫生系统产出熵流包括卫生服务提

供与卫生服务利用/卫生系统结果熵流包括健康结

果改善和社会财务风险保护两方面' 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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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基于熵理论的灾难性医疗需求激增情境下*R.概念框架

图 #"灾难性医疗需求激增情境下*R.评价的熵流框架

>>卫生系统投入熵流包括五种熵流"其中领导与

治理熵流可以评估国家灾难管理法律(卫生部门灾

难管理法律(跨部门灾难管理机构(卫生部门灾难

管理机构/卫生人力熵流评估卫生部门灾难管理的

人力资源的开发(培训和教育/医疗技术熵流评估

灾难处置中的医疗设备和物资/卫生信息熵流评估

监测与预警信息管理系统(信息报告系统(风险沟

通/卫生筹资熵流评估卫生部门灾难管理筹资策略/

卫生系统产出侧重于卫生服务提供熵流"可以

评估应急卫生服务提供能力(急救系统和大规模伤

亡管理(大规模伤亡事件中的医院管理(基础卫生

项目和服务的连续性(灾难状态下物资和紧急支持

性服务等'

卫生系统结果熵流因素可以从健康状况改善(

社会和财务风险保护两方面开展评估'

卫生系统作为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所面临的

不确定因素和未知风险不断增加"由于缺乏韧性"

卫生系统在灾难面前表现出极大的脆弱性"无法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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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承受灾难性冲击并从中复原"导致系统功能丧

失甚至崩溃"成为制约卫生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瓶

颈' 而卫生系统的动态性(复杂特性决定了必须以

系统的观点"根据所面对灾害的长期变化趋势"打

破对灾害作短期反应的局限状态"专注于对卫生系

统动态演化的解释' 本研究提出的基于熵变的灾

难性医疗需求激增情境下*R.的评价框架"不仅有

助于平衡卫生系统在防灾(减灾(应灾过程中出现

的矛盾"还有利于从新的视角探索卫生系统的发展

模式和对策"为今后的卫生系统优化提供借鉴和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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