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聊城市茌平区卫生健康局

加强基层背囊化医疗应急小分队建设的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医疗卫生单位，局机关各科室：

现将《聊城市茌平区卫生健康局加强基层背囊化医疗应急小

分队建设的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此件公开发布）

聊城市茌平区卫生健康局

2023 年 6 月 25 日

聊城市茌平区卫生健康局



加强基层背囊化医疗应急小分队建设的

工作方案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应急、搜寻、救护、医疗等救

灾队伍特别是专业骨干队伍建设”的重要指示要求，以及聊

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山东省突发事件

紧急医学救援“十四五”规划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经

研究，现就加强茌平区背囊化医疗应急小分队建设提出如下

要求，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建设意义

由于近几年来灾难事故频有发生，数据分析在灾难事故发生

初期，因交通损毁严重而使得大型医疗设备无法达到现场，

若又缺乏携行装备，灾难事故发生早期的死伤数量就很大。

虽然近年来我区加大了卫生应急队伍建设，但仍不健全，特

别是缺乏便携式卫生应急救援装备，应急时临时抽组，技术

和功能在短时间难以实现有效整合，现场救治能力较弱、队

伍反应较慢，往往容易贻误黄金救援时间。因此，借鉴军队

系统研制的携带方便、能快速到达救援第一现场的背负式医



疗装备，在全区建设背囊化医疗应急小分队，对于快速医学

救援意义重大。

二、任务定位

背囊化医疗应急小分队是区级卫生应急队伍的组成部分，主

要定位于灾害发生后大型医疗设备无法达到现场时，构建能

快速到达灾害现场并开展快速救治的背负式医疗系统，执行

快速诊检、急救、简易手术、生命支持、卫生防疫等救援任

务。小分队定位为卫生应急队伍的先遣队、野外巡诊小分队、

现场小型临时医疗点等；还可根据突发事件类型、级别进行

模块化编组，依托救护车进行中短途快速机动，也可不依赖

机动车开展短途应急救援。小分队具备一定程度的独立野外

自我保障能力，能满足各类较大及以下突发事件现场处置和

重大突发事件先期处置需求，必要时承担跨区域卫生应急任

务。

三、建设目标

2023 年 7 月 20 日前，茌平区按照专业功能，城区区域内区

人民医院、区中医医院、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区第三人民

医院，分别建设一支具备紧急医学救援、突发中毒事件处置、



卫生防疫处置、心理救援处置功能的背囊化医疗应急快速小

分队，由区人民医院、区中医医院、区疾控中心、区第三人

民医院依次分别组建一只小分队。其他医疗机构也根据实际

情况积极组建。

四、装备配置

背囊化系统专业类别及对应配置见下表，详细配置参考见附

件。保障背囊原则上由专业处置人员背负。工作帐篷是保障

背囊的附属模块，该模块与其对应的队员可视突发事件具体

情况和实际需求临时决定是否随队行动。

五、人员队伍

每支小分队标准配置人员 5 人，设置队长 1 名。驾驶员可增

配固定编入队伍，也可根据事件性质和严重程度临时调派。

各单位组织分队人员时，应设置 ABC 三组，每组 5 名成员，

为专业技术高、业务能力强、身体素质好的年轻骨干人员，

并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好每组值班。

分队医疗人员原则上应全部为急诊科或院前急救科室人员，

队员不足的可以适当编入创伤、骨科、重症医学科、中西医

结合科、化验室等科室人员。疾控中心队员主要为消毒杀虫、



流行病调查、实验室检测、健康教育等专业人员。中毒处置

队员主要为中毒急救、毒物检测、洗消等专业人员。心理救

援处置队员主要为心理咨询、心理救援等专业人员。

六、日常管理

背囊化医疗应急快速小分队是区卫生应急队伍的组成部分，

日常管理、训练考核均纳入本级卫生应急队伍进行，由区卫

生健康局牵头负责，承建单位具体负责应急队员和应急装备

的配备、管理和维护。

七、建设保障

背囊化医疗应急小分队建设由区卫生健康局负总责。区卫生

健康局要把背囊化医疗应急小分队建设作为卫生应急队伍

建设的重要内容，督促落实专项经费建设和后续运维保障；

要指导、监督、检查队伍具体承建单位履职，做好队伍装备

配备、日常使用、管理和运行维护；要组织专家进一步完善

和优化各类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流程方案，切实发挥背囊

化卫生应急快速小分队的优势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