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国疾控中心卫生应急中心主办   2020 年第期  2020 年 7 月 6 日 

 

2020 年夏季洪涝灾害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报告 

今年入夏以来，我国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部分省市遭

遇洪涝灾害侵袭。我中心认真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2020 年自然

灾害与事故灾难紧急医学救援工作视频会”的会议精神，关注全

国夏季洪涝灾害形势及预测预报信息，及时与受灾严重省份疾控

机构保持沟通，了解灾情和灾后卫生防病工作，对受灾地区可能

出现的公共卫生风险进行了初步评估，现报告如下： 

一、我国洪涝灾害灾情概况及趋势预测 

今年 6 月以来，我国陆续出现 4 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南方

省份洪涝灾害灾情严重。6 月 20—27 日，重庆、四川、贵州至长

江中下游地区出现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长江中下游地区为入汛以

来最强降雨过程。26 日至 27 日，四川凉山州冕宁县北部地区因

突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导致 12 人死亡、10 人失踪。 

根据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发布灾情信息统计，截至 7 月

3 日，洪涝灾害共造成贵州、四川、湖南、重庆等 26 省（自治

 

卫生应急快报 
（总第  期） 



 

2 

 

区、直辖市）1938 万人次受灾，121 人死亡失踪，87.5 万人次紧

急转移安置。 

根据中国气象局天气趋势预测分析，7 月上中旬，我国西南

地区至长江中下游等地可能出现强降雨过程，降雨叠加效应可能

引发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华北、东北及黄淮北部等地多阵

雨或雷阵雨，可能带来严重的洪涝灾害损失。 

二、受灾严重省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情况 

根据国家减灾中心灾情信息，今年夏季洪涝灾害受灾严重省

份包括贵州、湖南、四川和重庆等 4 个省市。2020 年 6 月，四

省市共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6 起，较 2019 年同期（97 起）

减少 71 起；报告事件类型以水痘（14 起）、布病（4 起），其

他感染性腹泻病（3 起）为主。受灾害影响严重省份并未报告与

洪涝灾害相关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三、公共卫生风险分析 

今年夏季我国强降雨过程呈现持续时间长，局部出现极端降

水量的特点，故多数地区洪涝灾害以山洪侵袭为主，部分城市出

现因短期降水量激增而导致的城市内涝。洪水褪去后，各地积极

开展排水、清淤和环境清理工作。经了解，今年夏季洪涝灾害导

致紧急转移安置人口较往年有较大幅度减少，多数受灾严重省份

灾后居民集中安置时间较短，目前无大型集中安置点，因集中安

置而导致的公共卫生风险较低，大部分地区灾后卫生防疫工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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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已转向社区和乡镇原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逐步恢复。 

目前灾区正处于夏季高温时期，结合洪涝灾害特点，灾区可

能面临着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和呼吸道传染病的潜在流行威

胁。经了解，灾区灾后饮用水供给和食物供给模式已逐步恢复到

灾前模式，受灾害严重省份 6 月份未出现灾害相关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报告，故当前灾区因饮用水和食物不安全导致的肠道传染病

发生风险较灾前未发生显著变化。夏季非我国南方地区呼吸道传

染病的流行季节，且学校陆续进入暑假，灾后集中安置人口较少，

灾区人群聚集机会降低，故灾区发生呼吸道传染病暴发疫情的可

能性较低。 

四、疾控机构卫生应急准备与响应工作 

（一）中国疾控中心洪涝灾害应急准备工作 

1.关注灾情信息。我中心定期与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等

相关机构进行沟通交流，及时掌握灾情情况及预测预报信息；同

时加强与受灾省份疾控机构的联络沟通，在获取灾情信息后，及

时了解当地受灾情况和灾后卫生应急工作开展情况，并提供必要

的技术支持。 

2.加强先遣队应急值守工作。加强中心自然灾害先遣队应急

值守，并要求严格值守纪律，规范请假和调换制度，确保应急值

守工作有序进行。卫生应急中心在获取灾情后，第一时间通过电

话、微信等方式通报给先遣队员，确保随时能赴现场开展卫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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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响应工作。 

（二）受灾省份疾控机构救灾防病工作开展情况 

1、四川省疾控中心高度重视洪涝灾害应急准备工作，发布了

《关于做好暴雨洪涝灾害救灾防病工作的紧急通知》（川疾发

〔2018〕88 号），对全省防汛减灾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和检查，

明确职责分工，责任落实到人，加强当地灾情、疾病和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监测、报告工作，落实各项防灾、防病措施，确保各项

工作规范有序地开展。 

2、6 月 22 日，重庆市綦江区遭遇历史最大洪水后，当地迅

速启动三级应急响应。重庆市疾控中心第一时间派出专家组赶赴

灾区现场，及时了解当地灾情和灾害相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

情况，指导当地科学有序开展疾病监测、环境消杀、疾病防控和

健康宣教等救灾防病工作。 

3、湖南省疾控中心根据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汛期卫生应

急工作的紧急通知》[湘卫传电〔2020〕77 号]文件精神，制定了

《2020 年防汛应急预案》，成立了防汛工作领导小组，组建疾控

机构防汛工作机动队，24 小时值守，确保灾害发生后可以立即出

发，及时有效开展应急响应。同时，积极做好疫情监测、预警分

析、水质监测、食品检测、应急物资准备和健康宣教等应急准备

工作。6 月 20 日，参加湖南省 2020 年抗洪抢险应急演练，切实

提高实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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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结论和建议 

（一）主要结论 

今年夏季洪涝灾害以山洪和短期局部降雨量激增造成的一

过性洪水为主，尚未出现较长时间的涝灾。灾后灾区卫生应急处

置以属地卫生健康部门为主，未启动省级及以上灾害卫生应急响

应。6 月，受灾地区未发现洪涝灾害相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

故初步判断现阶段洪涝灾区尚未造成较严重地公共卫生危害。 

同时，我国除北京部分街区为新型冠状肺炎中高风险区外，

其余地区均为低风险区，各地新冠病毒传播实现基本阻断，疫情

防控进入常态化模式。各地因洪涝灾害导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

可能性低，现阶段新冠肺炎疫情对灾害应急准备和响应工作影响

有限。 

（二）工作建议 

1、各级疾控机构应与本级灾害应急相关机构（应急管理、

民政、气象等）建立信息沟通和共享渠道，关注本地区灾害预测

预报信息。 

2、关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对灾害卫生应急工作的影响和挑

战。提前开发制定不同情景下灾害卫生应急工作要求，如灾后集

中安置点设置的卫生学要求、安置点开展健康监测的工作要求，

现场灾后卫生防疫工作防护要求，以及灾区出现新冠肺炎病例的



 

6 

 

应急处置指南等。 

3、积极开展灾害卫生应急准备工作，包括适时开展灾害公

共卫生专题风险评估、加强应急队员的值守备勤、做好应急物资

储备（尤其个人防护装备的准备等）。 

4、针对减轻灾害风险和灾后卫生防病等领域开展多种形式

的健康宣教活动。 

 

 

 

 

 

 

 

 

 

 

 

 

 

 送：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办、疾控局，中心领导、中心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