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医院抗洪救灾应急预案(优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医院抗洪救灾应急预案篇一

(一)开展灾后医疗卫生机构的恢复和重建工作。

1、派往灾区的医疗救护队在完成医疗救护任务撤离灾区前，
须做好与灾区医疗机构的交接工作，确保灾区伤病员医疗工
作延续。

2、灾区医疗卫生保健机构与设施的恢复和重建工作，要在当
地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纳入地方政府灾后重建整体计划，
统一规划，优先安排，确保医疗救护与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
正常运转。

(二)灾后伤病伤残人员的治疗与康复。

1、继续做好灾区留治伤病员的治疗工作。可以采取门诊、巡
回医疗、家庭病床等多种形式，对伤病员进行检查、治疗，
同时还要对发现的漏诊伤病员及时治疗。

2、对于转院的伤病员，进行系统检查，优化治疗措施。根据
恢复情况，医院可按照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将基本痊愈的
伤员转送回当地，并与当地医疗机构做好衔接工作。

3、当地医疗卫生人员须对伤愈出院的伤病员进行回访、复查，
对有功能障碍的伤员指导他们科学地进行功能锻炼，促进康
复。



(三)灾后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各医疗卫生单位要做好卫生防病工作，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1、完善疾病监测系统。

(1)加强对传染病监测和疫情报告各个环节的督导检查，落实
各项防病措施。

(2)继续加强灾区重点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工作，防患于未然。

(3)加强疾病监测与报告工作，及时评价和反馈监测信息。报
告内容包括法定报告传染病、人口的暂时居住和流动情况、
主要疾病的流行动态等。

2、广泛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按照“政府组织，地方负
责，部门协调，群众动手，科学治理，社会监督，分类指
导”的工作方针，整治居住区和公共场所的环境卫生，清运
垃圾污物，做好人畜粪便、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消灭蚊、蝇孳
生地，开展居住地及其周围的灭鼠工作，努力消除传染病可
能发生或传播的条件。

3、加强食品卫生和饮水卫生监督管理。

(1)强化对食品的生产、加工和经销卫生监督管理以及从业人
员的健康体检和食品卫生知识的培训。

(2)加强饮用水源和临时供水设施的卫生监督管理，定期监测
水质，保障供水安全。

4、加强流动人口的卫生管理，及时发现传染病人，采取措施，
防止疫病的播散。

5、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接种与预防性服药，大力开展有针对
性的预防接种或普服药物工作，提高人群保护能力，预防相



应传染病的发生。

6、继续深入开展疾病预防控制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自我防
病意识。

医院抗洪救灾应急预案篇二

(一)启动医疗救护与疾病预防控制组织系统和保障体系。

1、发生灾情后，在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紧急启动所设立
的防汛救灾医疗救护与卫生防病领导小组，根据所制定的预
案，组织安排部署本行政区域内的医疗救护与疾病预防控制
应急工作。并根据灾情的需要组织协调相应的卫生资源对灾
区进行医疗救护与疾病预防控制的援助。

2、各医疗卫生单位在市卫生防汛救灾医疗救护与疾病预防控
制领导小组的指导和人民政府防汛救灾指挥部的领导下，迅
速开展以下工作:

(1)对灾害进行快速医学评估，确定灾害所引发的重点卫生问
题，调配相应的专业救援队伍。

(2)开展医疗救护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3)广泛开展社会动员，并接受社会各界为灾区医疗救护与疾
病预防控制捐助的资金、防治药品器械等，为灾区提供医疗
救护与疾病预防控制紧急救援。

(二)灾区的医疗救护。

在市卫生防汛救灾医疗救护与疾病预防控制领导小组的统一
组织指挥领导下，医疗救护力量相互配合，划分抢救区域，
重点抢救重伤员，突击救治中、轻伤员，对灾区伤员进行分
级医疗救护。



1、现场抢救。到达现场的医疗救护人员要及时将伤员疏散转
送出危险区，在脱险的同时进行检伤分类，标以伤病卡，并
按照先救命后治伤、先治重伤后治轻伤的原则对伤员进行紧
急抢救。现场抢救的主要措施是止血、包扎、固定和合理搬
运，准备转运至适宜的医院。

2、早期救治。医院对接收的伤员进行早期处理，包括纠正包
扎、固定，清创、止血、抗休克、抗感染，对有生命危险的'
伤员实施紧急处理。同时医院要做好救治伤员的统计汇总工
作，及时上报。

3、伤员转送。超出医院救治能力的伤员，医院要写好病历，
在统一安排下，及时将其转往指定的医院，并妥善安排转运
途中的医疗监护。

(三)灾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加强对传染病防治和公共卫生工作的监督管理，组织疾病预
防控制专业人员实施卫生防疫措施。

1、加强灾后疾病监测工作，组织开展灾区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对灾区可能发生的传染病及其危险因素进行分析、预测，并
提出防治措施。

2、加强疫情报告，实行灾区疫情专报制度。在灾区工作的医
疗卫生人员按要求向指定的卫生机构报告疫情，对重点传染
病和急性中毒事故等实行日报和零报告制度，同时报告卫生
行政部门和当地政府，以便及时组织力量开展调查处理，迅
速控制和扑灭疫情。

3、加强饮水卫生监督管理。及时确定可供饮用的水源，定期
开展饮用水源的卫生状况监测。对分散式供水用漂白粉或漂
白粉精片等进行消毒。



4、加强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和宣传教育。对灾区的食品要进行
抽检，及时发现和处理污染食品，消除食物中毒的隐患，预
防食物中毒和其它食源性疾患。

5、指导开展环境的卫生清理。加强灾民聚集地的厕所及垃圾
场的设置和管理。对患传染病死亡的尸体应依据有关规定进
行处理。

6、加强对蚊、蝇、鼠等病媒生物的监测，安全合理使用杀虫、
灭鼠药物，采用多种措施，及时有效开展杀虫、灭鼠等工作。

7、认真做好对参加救灾防病医疗卫生人员的自身防护。

(四)开展疾病预防控制知识的宣传活动。

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对灾区群众进行健康教育和疾病预
防控制知识的宣传，最大限度地提高宣传教育的覆盖面，提
高群众自身防护、自我保健意识和心理调节能力。

医院抗洪救灾应急预案篇三

1、总指挥：xxx(查看水情，组织全园教职工，按各自的职责
进行疏导幼儿)

广播组：xxx(拨打报警电话，向上级及时通报险情)

2、内部疏导引导组：xxx(根据汛情优先选择最佳的疏散的路
线通知各层具体负责人组织人员安全疏散)

各楼层具体负责：

外部疏散引导：xxx帮助各班班主任把幼儿带到安全部位，让
各班班主任清点人数，上报园长。



警戒救护组：xxx负责联络工作并组织受伤人员救治工作。

3、正确选择疏散路线

各班负责人：班长负责左面两排的幼儿在前迅速撤离，另外
一名教师负责右面两排的幼儿在后迅速撤离。

4、疏散方案：

特长班教师迅速组织学特长的幼儿清点人数，按照疏散路线
从出口快速撤离。

非特长班教师按照自己的职责在领导的指挥下迅速带领本班
幼儿按照疏散出口撤离。

午睡时间：带班领导迅速查看险情，即使报警并发出警报，
值班教师迅速组织幼儿，清点人数选择就近路线快速撤离。

医院抗洪救灾应急预案篇四

优秀作文推荐！为确保突发汛情来临后，能够及时有效的组
织防汛抗洪工作，将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点，最大程度
地减少洪涝灾害所致人员伤亡和健康危害，预防洪涝灾害之
后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根据县卫生局防汛指挥部的有关精神，结合实际，特制
定本预案。

医院抗洪救灾应急预案篇五

发生洪涝灾害后，根据县卫生局防汛指挥部的工作安排，负
责医院的防汛抢险工作，并组织医务人员做好灾后防疫工作。

1、汛情预警期



(1)接到汛情预警后，检查抢险人员、车辆、物资储备情况;
要迅速将汛情警报下达到各个成员。

2、汛情发生期

(1)按防汛领导小组的要求，到达指定地点执行抢险任务;

(3)要组织人员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及时疏导被困人员。

要对防汛工作高度重视，要提前做好各项准备，确保抢险工
作落实到位，将汛情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二)防汛抢险医疗防疫

1、成立卫生防疫队。

2、成立医疗救护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