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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于 !"$H 新型冠状病毒#!"$HJ(%6;$肺

炎#(6N-30656(:N'51/O(-1F6(':"=%P$疫情的加重"

不仅对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严重危害"而且在

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灾难性医疗需求激增"武汉地区

乃至全国的医疗服务需求在短时间内突然显著增

加或需求异常复杂的状态%$&

"从而导致卫生系统的

功能失衡"严重威胁了公众的正常生活"成为当前

卫生系统重点关注的应对灾难事件的基本问题'

在大规模疫情面前只有卫生系统拥有足够的系统

韧性"具备应对灾难冲击的能力"才可能消除或缓

解由灾难性医疗需求激增引起的应对瓶颈' 本文

试图应用卫生系统韧性理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开展

=%P疫情防控案例的理论分析'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卫生系统韧性表现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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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耗散结构理论则是研究远离平衡态

的开放系统从无序到有序演化规律的一种理论%B&

'

=%P疫情作为来自卫生系统外部的熵增因素"对武

汉市卫生系统产生了巨大冲击"造成卫生系统正熵

的增加"使系统逐渐无序和不稳定' 而在耗散结构

理论下"当疫情灾难事件呈现为系统压力时"也会

明显干扰到系统状态"使系统出现混沌状态'

一(案例情境及理论分析一

#一$案例情境

由于=%P疫情发生突然且持续发展(影响广

泛"截至 !"!" 年 ! 月 $! 日 !" 时 K" 分"国家卫生健

康委收到 B$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KK D#B 例"累计死亡病例

$ $$I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I "BK 例"现有疑似病

例 $# "#D 例' 武汉市各医院均有超过日常 $" 倍数

量的患者涌入"形成灾难性医疗需求激增"门诊曾

一度无法开放"无法为公众提供正常的医疗卫生

服务'

#二$理论分析

具备韧性的卫生系统"在新型冠状病毒#!"$HJ

(%6;$的冲击之下"可以发挥韧性的吸收能力"促使

卫生系统在短时间内利用自身资源和能力"表现出

极小的脆弱性"面对激增的医疗需求调配资源(开

展紧急医疗救援%KJI&

"吸收各种信息流(人员流(资

金流(管理流等负熵流"以抵消疫情造成的系统正

熵的增加' 耗散结构理论指出"疫情作为灾难事件

扰动系统状态"使系统状态暂时偏离"这种偏离可

以通过自身的熵变作用改变"即与外界环境保持递

进性的能量交换"同卫生系统韧性的吸收能力一样

持续不断地为卫生系统引入负熵"使系统呈现出负

熵增%#&

"缓解灾难性医疗需求激增引发的卫生系统

矛盾"使更少人群暴露于常规卫生服务缺失的危险

之下"从而继续向公众提供相同水平#数量(质量和

公平$的基本卫生保健服务和保护'

二(案例情境及理论分析二

#一$案例情境

!"!" 年 $ 月 !" 日武汉市通报新增病例后"当

地发热门诊患者数量持井喷式增长"而物资极度紧

缺问题却更为严峻"具体物资的缺口庞大到难以进

行统计' 疫情处于第一个潜伏期"但由于检验盒配

置不足"部分患者无法确诊是否为 =%P"延误了最

佳隔离期"导致疫情的蔓延扩散' 同时"由于交通

问题以及医疗体制长期痼弊导致的僵化"使许多援

助没能转化为有效支撑"前线医务工作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瓶颈'

#二$理论分析

卫生系统韧性表现为卫生系统在动态不确定

的疫情防控环境中以较少资源提供更多卫生保健

服务的适应能力"通过合理的分配获得灵活(适应

性强的资源"从各区域(各卫生部门紧急调配卫生

人力资源(从全国各地不断输送疫情处置中的医疗

设备和物资"进行实时监测与疫情信息通报等' 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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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结构理论的自组织作用强调疫情防控过程中卫

生系统下属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作用%D&

"相互配

合(互相促进"产生协同效应"使卫生系统具有原来

各子系统所不能具有的新的功能"出现新的效应"

从而充分发挥卫生系统的整体功能"持续增加卫生

系统的有序度'

三(案例情境及理论分析三

#一$案例情境

!"!" 年 ! 月 H 日"网络上爆料几十名重症患者

靠司机管的一幕' 据报道"某街道社区工作人员转

运辖区内重症患者前往定点收治医院的过程中"负

责转运的公交车司机与患者之间没有任何隔离措

施"且防护装备也不符合接触重症患者所需的三级

防护标准"在患者运送和对接过程中问题迭出' 事

件发生后"政府部门深刻反思"严肃问责"迅速整改'

#二$理论分析

韧性理论强调具有更强鲁棒性的学习能力"转

变已有功能和结构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疫情环境'

卫生系统在防控疫情工作中不断地学习"更新应对

策略"进行组织再造"促进卫生系统向更高层次的

稳定有序结构发展%C&

"以实现系统提供最大的输出

#健康改善(公平(效率等$' 而耗散结构理论指出"

在临界点附近的)微涨落*现象被疫情环境不稳定

性逐渐放大为)巨涨落*"经过涨落的触发"不断采

取抗击疫情的行动"量变可能引起质变"使卫生系

统跃迁到一个新的稳定有序状态"即所谓)涨落导

致有序*

%H&

'

自=%P疫情发生以来"以惊人的速度蔓延至全

国各省市"小到每个家庭"大到整个社会瞬间暴露

于危险之中"本文试图从卫生系统韧性理论的吸收

能力(适应能力(转变能力以及耗散结构理论的熵

变作用(自组织作用(涨落作用探讨 =%P疫情的防

控及其走向' 系统的理论分析提示我们+具有韧性

的卫生系统不仅具有恢复与平衡能力"更重要的

是"可以通过应变不平衡%$"&

"主动学习与创新转变

到一种新的平衡有序状态' 而卫生系统作为一个

处于社会,生态系统环境中具备多层次结构且相

互作用的复杂巨系统"具备形成耗散结构的基本条

件"当疫情呈现为系统压力时"系统处于非平衡区"

)微涨落*的发生使系统状态暂时偏离"但可以通过

自身的熵变(自组织(涨落作用实现从无序向有序(

从低序向高序的转化"卫生系统必将从疫情混沌无

序的状态转向时间(空间(功能上更为有序的新的

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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