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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队伍是卫生应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规范队伍建设对完善卫生应急体系具

有重要意义。 《国家级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队建设规范》 （团体标准 Ｔ ／ ＣＡＤＥＲＭ ５００３—２０１９）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实施。 Ｔ ／ ＣＡＤＥＲＭ ５００３—２０１９ 提出了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队伍在建设、 管理、 应急预案与技术方案、 应急

处置、 培训演练等方面的规范要求， 明确罗列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队伍装备目录名单、 常用特效解毒药品清单、 个

体防护装备配备要求。 本文从 Ｔ ／ ＣＡＤＥＲＭ ５００３—２０１９ 制定的背景和意义、 编制原则以及主要技术内容等方面对其进

行详细解读， 促进标准的贯彻执行。
关键词： 突发中毒事件； 卫生应急处置队； 建设规范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９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２２１Ｘ（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２９－０４　 　 ＤＯＩ： １０. １３６３１／ ｊ. ｃｎｋｉ. 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２４. ０１. ００７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ｕｐ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ｃｕｅ ｔｅａｍ
ｆｏｒ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

ＷＡＮＧ Ｒｕｇ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Ｊ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ｓｈｕｎ，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ｓｏｎｇ， ＬＩ Ｙ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Ｆｅｉｒｕｏ， ＳＯＮＧ Ｋａｉ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ｔｅａｍ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ｃｕｅ ｆｏｒ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 ｉ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 ｔｈｉｓ ｔｅａ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 ／ ＣＡＤＥＲＭ
５００３—２０１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ｕｐ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ｃｕｅ ｔｅａｍ ｆｏｒ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 ｗａ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ａｔ Ｍａｙ １， ２０１９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Ｍａｙ １２， ２０１９． Ｔｈｉ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ｅａｍ ｆｏｒ ｓｕｄｄｅｎ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ｅａｍ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ｅａ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ｐｌａ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ｃｈｅｍ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ｒｉｌｌｓ， ｅｔｃ． Ｉｔ ｌｉｓｔｓ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ｌｉ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ｄｒｕｇｓ ｌｉｓ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ｅａｍ ｆｏｒ
ｓｕｄｄｅｎ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ｉｔｓ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ｃｕｅ ｔｅａｍ；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ｕｐ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国家级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队建设规

范》 （团体标准 Ｔ ／ ＣＡＤＥＲＭ ５００３—２０１９，以下简称

《规范》）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 日发布，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

实施。 该标准是根据中国医学救援协会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确定和下达的“现代医学救援技术系列团体

标准体系”中四类国家卫生应急队伍建设规范之一，
受到天津市救援医学临床中心项目支持 （编号： Ｔ ／
ＣＡＤＥＲＭ ００３—２０１８）。 本《规范》主要由北京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

毒控制所、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临床中心、 重

庆市职业病防治院、 贵州省人民医院、 天津大学灾难

医学研究院、 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等国家突发中毒事

件处置队伍承建单位负责编制。 本文结合标准条文对

《规范》要求进行解析， 明确要点， 促进标准的贯彻

执行。

１　 标准制定背景与意义

突发中毒事件是一类常见的公共卫生事件， 多为

衍生或伴生事件， 发生突然， 甚至无预兆， 难以预测

和防备， 以致事先无法做出完全避免此类事件发生的

应对措施［１］。 我国是世界上突发事件种类多、 频次

高和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２］。 在经济社会发展日

益复杂、 各种风险隐患有增无减、 人民群众对公共卫

生安全期望不断提高的新形势下， 迫切需要坚持可持

续发展理念， 不断提升卫生应急管理水平和有效应对

能力。 卫生应急队伍是卫生应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为其他突发事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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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救援的重要力量。 建设好各级各类卫生应急

队伍， 对于全面推进卫生应急工作、 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安全、 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家卫生应急队伍是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建设

与管理， 参与特别重大、 疑难及其他需要响应的突发

事件现场卫生应急处置的专业医疗卫生救援队伍， 主

要分为紧急医学救援、 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 突发中

毒事件处置、 核和辐射突发事件处置四类。 突发中毒

事件处置类卫生应急队伍的建设主要依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条例》 （国务院令第 ３７６ 号）、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预案》 ［３］、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

应急预案》 ［４］、 《全国卫生部门卫生应急管理工作规

范》 《加强国家级卫生应急队伍建设的通知》 （卫办

应急发 ［２００５］ ２５９ 号）、 《卫生应急队伍装备参考

目录（试行）》 （卫办应急发 ［２００８］ ２０７ 号）、 《国家

卫生应急队伍管理办法 （ 试行）》 （ 卫办应急发

［２０１０］ １８３ 号）、 《卫生应急队伍个人携行装备技术

规范（２０１１ 版）》、 《使用国家卫生应急队伍标识（试
行） 的通知》 （卫办应急发 ［２０１１］ １２６ 号）、 《中国

卫生应急服装技术规范 （试行）》 （卫应急指导便函

［２０１１］ １９２ 号）、 《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预案及技

术方案 （２０１１ 版） 》 ［５］、 《全国医疗机构卫生应急工

作规范 （试行）》和《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应急

工作规范（试行）》 （国卫办应急发 ［２０１５］ ５４ 号）、
《关于加强卫生应急工作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卫应急发 ［２０１６］ ６８ 号）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指导性文件和技术规范开展。 有关省、 市根据国家文

件也发布了相应的制度和管理办法， 如 《北京市国

家卫生应急队伍管理办法》及配套的 《北京市国家卫

生应急队伍组建细则以及装备、 档案、 培训及演练、
经费管理、 信息报告制度》 ［６］ 等。 鉴于此类文件较为

分散， 缺乏系统、 完善的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

队建设专项规范或标准， 本《规范》依据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指导性文件要求， 在总结和整理突发事件

处置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突发中毒事件卫

生应急处置需求和国家卫生应急队伍管理经验而研

制， 规范了国家级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队伍的

人员、 装备、 管理、 预案与技术方案、 应急处置、 培

训与演练等建设要求。

２　 编制原则

２. １　 规范性　 Ｔ ／ ＣＡＤＥＲＭ ５００３—２０１９ 按照 《标准化

工作导则 第 １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ＧＢ ／ Ｔ １. １）

进行编制。
２. ２　 依法性　 从 《规范》 的制定程序到条文内容，
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的要求， 结合突发中毒事件

卫生应急处置的职责任务， 未设定带有地方保护、 部

门管理权限的条文。
２. ３　 先进性 　 按照“统一指挥， 纪律严明； 反应迅

速， 处置高效； 平战结合、 布局合理； 立足国内， 面

向国际”的原则， 结合各类突发中毒事件等特点， 统

筹规划、 建设和管理国家队伍， 符合建立健全“统一

调度、 快速运送、 合理调配、 密切协作”的工作机制

要求。
２. ４　 适用性　 《规范》 在起草过程中， 总结了近 ２０
年来国内外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救援实战经验和教训，
结合我国卫生应急实际发展现状， 广泛征求卫生应急

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充分考虑适用于国家级突发中毒

事件卫生应急处置队伍建设与管理的使用需求， 具有

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３　 主要技术内容

３. １　 适用范围 　 Ｔ ／ ＣＡＤＥＲＭ ５００３—２０１９ 规定了国

家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队伍的建设要求， 也适

用于各级人民政府、 行业主管部门及有关单位突发中

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队伍的组建工作。
３. ２　 术语和定义 　 Ｔ ／ ＣＡＤＥＲＭ ５００３—２０１９ 明确了

突发中毒事件、 卫生应急、 检伤分类、 洗消、 特效解

毒剂、 个体防护装备、 立即威胁生命和健康浓度

（ＩＤＬＨ）、 热区、 温区、 冷区、 携气式呼吸器 （ ＳＣ⁃
ＢＡ）、 全面罩、 过滤式呼吸防护用品、 气密型防护

服、 喷射液体防护服、 泼溅液体防护服等术语定义。
３. ３　 队伍建设

３. ３. １　 队员　 规定了组建与职责、 遴选和退出及审

批程序， 提出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队人员应由

应急管理、 急诊医生、 职业医学、 中毒控制、 食品卫

生、 环境卫生、 流行病学、 毒理学、 中毒检测、 心理

学、 健康教育、 护理学、 中毒防护、 通讯保障、 后勤

保障等专业类别组成； 一般分为指挥协调、 现场调

查、 检伤分类、 去污洗消、 急救医疗、 毒物检测、 心

理、 健康教育、 通讯保障、 后勤保障等小组。 根据每

次事件的初步判断、 事件规模以及复杂性， 选定相应

专业和数量的人员组建现场应急队伍。
３. ３. ２　 装备配备　 《规范》 提出应根据现场分区和

事故风险评估结果， 遵照 “统一规划、 分级储备、
确保急需、 突出重点、 品种齐全、 动态储备” 的原

则， 结合应急救援队伍承担的任务进行装备配置。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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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应急通讯指挥装备（附录 Ａ１）、 专业处置类装备（附
录 Ａ２）、 后勤保障装备（附录 Ａ３）、 常用特效解毒药

（附录 Ｂ）、 个体防护装备（附录 Ｃ）等几种类型。
３. ４　 基础设施建设　 《规范》提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由房屋建筑、 场地、 装备等构成。 其中， 房屋建筑包

括业务用房和辅助用房； 专用物资储备仓库的容积能

够容纳装备与物资分门别类摆放， 环境控制符合物资

装备存放条件； 训练场建设应具备理论培训、 体能训

练、 野外生存、 应急演练等条件， 满足车辆和设备展

开要求， 还应符合生物安全隔离区的建设要求。
３. ５　 队伍管理 　 在队员管理方面， 明确了队伍档

案、 日常管理、 执行任务期间、 平急结合、 保密和安

全等管理规范； 在装备和物资管理方面， 提出了装备

和物资管理的一般要求、 采购管理、 仓储规范、 维护

与保养和更新规范、 调用管理等要求； 在信息管理、
资料管理、 队伍奖惩及保障方面， 分别明确了总体要

求、 一般要求和具体要求。
３. ６　 应急预案与技术方案建设　 Ｔ ／ ＣＡＤＥＲＭ ５００３—
２０１９ 指出： 应根据突发中毒事件处置特点， 组织编

制各类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预案， 进行应急预

案的培训、 演练， 评估应急预案、 操作规程和技术方

案的适用性、 充分性， 并不断修订完善。
３. ７　 应急响应

３. ７. １　 准备阶段 　 根据需要配备相应的交通工具、
个人携行装备、 防护装备、 现场调查取证器材、 消杀

器械以及必要的资金、 保险、 药品等， 以确保救援工

作的有序开展。
３. ７. ２　 出发阶段　 《规范》 明确了应急响应、 人员

和物资投送、 组织指挥等内容和要求。 应急响应工作

内容包括： （１）根据事件发展情况及时进行风险评

估， 预测事件可能的发生趋势， 形成初步工作方案，
开展人员、 技术、 物资和后勤保障等准备工作； （２）
确定应急工作组专业构成、 参加人员， 确定组员的职

责和分工， 并迅速集结； （３）根据现场特点开展物资

准备， 包括个人防护， 标本采集、 保存和运送， 现场

快速检测， 预防和救治药物， 洗消器械， 调查取证器

材， 调查表、 参考资料、 健康宣教资料、 通讯设备、
电脑、 现场联系资料等。

根据突发中毒事件情况， 进行现场组织指挥编

组， 成立指挥协调组、 现场急救组、 毒物检测组、 监

督组、 检伤分类组、 去污洗消组、 紧急救治组、 后送

组、 担架组、 后勤保障组等。
３. ７. ３　 现场展开　 卫生应急队到达现场后， 根据任

务类型、 地形和道路条件选择展开地点、 形式， 按功

能要素划分指挥、 调查、 救治、 检测、 洗消、 生活、
保障等区域； 成立生活保障组， 下设场地建设、 水电

保障、 支援保障等小组， 负责营地建设， 制定相应工

作流程， 确保工作区域部署合理。
３. ７. ４　 现场处置　 《规范》 明确了核实事件信息、
开展现场医疗卫生救援、 卫生处置、 心理干预等工作

内容和要求。 （１）现场医疗卫生救援： 现场检伤分

类、 分级分区处理、 终止毒物吸收以及现场洗消、 复

苏、 支持治疗和护理、 中毒患者的转运等。 （２）卫生

处置： 协助开展卫生学调查和评价、 卫生执法监督，
采取有效的预防控制措施， 防止各类突发事件造成的

次生或衍生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 （３）心理干预： 及

时开展中毒预防控制工作， 制定个性化的救援方案，
开展心理干预和咨询、 心理随访工作。
３. ７. ５　 响应终止　 提出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响应

的终止条件和程序。 终止条件， 即突发中毒事件危害

源和相关危险因素得到有效控制， 无同源性新发中毒

病例出现， 多数中毒患者病情得到基本控制。
３. ８　 培训演练 　 按照“统一规划、 分类实施、 突出

重点、 适应需求”的原则有计划地开展应急培训和演

练。 队伍培训包括： 制定年度队伍培训方案， 规定培

训方式、 对象、 内容、 频次、 形式和策划、 实施、 总

结和评估、 各类记录等。 队伍演练需视情况进行整体

方案的综合演练， 或就响应程序、 通讯联络、 伤员分

类、 现场急救、 采样检测技术、 防护措施、 污染监测

与去污、 伤员转运、 指挥系统等进行分系统的局部演

练等。
３. ９　 附录 　 《突发中毒事件应急队队伍装备目录》
（附录 Ａ）为资料性附录， 列举了应急通讯指挥装备

类、 专业处置类、 个人携行、 后勤保障、 徽章标志等

装备目录； 《常用特效解毒药》 （附录 Ｂ）为资料性附

录， 列举了常用特效解毒药和使用方法； 《个体防护

装备配备表》（附录 Ｃ）为规范性附录， 包括个体防护

装备配备表和医疗卫生应急处置人员防护等级及装备

配备， 适用于指导卫生应急队伍配备个人防护装备。

４　 小　 结

规范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队伍建设对完善

卫生应急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本 《规范》 主要以国

家级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队伍为研究对象， 通

过总结我国突发事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发展的经验与

不足， 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对应急处置队伍综合救援能

力的新需求、 新要求， 充分考虑了建设队伍的规范

性、 依法性、 适用性和科学性， 按照突发中毒事件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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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应急处置特点， 覆盖了准备阶段、 出发阶段、 现场

展开、 现场处置、 响应终止等环节， 对队伍建设、 队

伍管理、 预案建设、 应急处置、 培训演练全过程提出

了明确的要求， 填补了国家级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

处置队建设规范空白。 本《规范》的发布实施， 已成

为各级政府、 行业主管部门及有关单位建设突发中毒

事件卫生应急处置队伍的重要参考依据， 对促进卫生

应急处置队规范化管理， 提升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

处置能力， 提高中毒救治效率和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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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物资储备
四级保障体系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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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为科学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妥善做好医疗物资保障工作， 确保应急处置所需医疗物资高

效、 有序供应， 科学调拨， 合理运用， 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建立了医疗物资储备四级保障体系。 方法　 通过突发公共卫

生处置实践， 探索性发展全市各层级的应急医疗物资互助支援体系； 借助问卷调查、 文献查询、 专家咨询等方式， 调

查相关机构、 区（县）的应急医疗物资储备、 轮转现状及困难； 依托各级部门职能职责， 建立起“机构—区 ／县（自治

县）级—市级—区域及市外互助”四级医疗物资储备体系， 并在全市推广应用。 结果　 医疗物资储备四级保障体系的

建立解决了重庆市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部分层级医疗防控物资面临的实质性困难， 对临期及轮转困难物资的处置

发挥了积极作用。 结论　 从应急医疗防控物资全流程角度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物资储备四级保障体系进行细化、
优化和推广， 使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中发挥“指挥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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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ｅｔｃ． ， ｗ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ｒｅｌｙ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ａ ｆｏｕｒ⁃ｌｅｖｅ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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