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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疫情防控研究·

【编者按】　当前，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仍在持续，我国疫情防控成果持续巩固，但局部

疫情时有发生——COVID-19 疫情防控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备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在有效政策引导下，制定正确

的疫情防控策略和措施，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是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疫情防控期间，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和全科医生的“守门人”角色得到充分发挥，实现了平时和疫情应急响应时“双时在线”，传染病和社

区常见病“两病共管”。疫情防控实践也证实，充分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作用对有效开展疫情防控工作至关重

要。但目前，尚无政策文件全面且系统地阐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疫情防控中的主要任务，也缺乏基于医共体、突出

全科医学优势与作用的疫情防控专家共识 / 建议，疫情下社区慢性病患者的医疗服务保障问题面临挑战。因此，本期

“COVID-19疫情防控专题研究”围绕上述三个问题展开，以期弥补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推动相关研究向纵深发展，

进一步为国家和各地区制定相应疫情防控政策和措施提供参考。

基于卫生政策分析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作用研究

周瑞 1，2，姚能亮 1，2*，陈芳芳 1，2

【摘要】　背景　明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应承担的任务和职能，

是其充分发挥作用的首要前提。目的　通过梳理国家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

系统总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应该承担的职责和工作任务，为各地开展具体的疫情防控工作提供

指导。方法　于 2021 年 8 月，浏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及其下设委机关的官方网站，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

层防控”“新冠肺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主要检索词，采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家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布

的政策文件。将同时符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两个主题的政策文件按发布时间顺序进行梳理，

并采用人工精读、分析和总结的方式，对其内容进行整理、归纳。结果　共纳入 34 份政策文件。34 份政策文件主要

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司、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等官方网站，发文单位主要为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

公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司等。政策文件指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应承担的

主要工作任务包括以下 8 个方面：病例早发现、早报告；疫情防控知识培训和应急演练；医院感染防控和个人防护；

会同社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科学开展疫情防控健康教育；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核酸检测样本采集和送检；新型冠

状病毒疫苗接种。结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各地方应该在政策文件精

神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切实发挥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网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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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的

发生，致使众多企业停工停产、学校延期开学，对

全国人民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冠肺炎是近

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

对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健康

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坚持“以基层

为重点，预防为主”的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

将卫生健康的工作重心下移，充分发挥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健康守门人”的作用［1］。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主要包括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农村

的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为居民提供包括基本医疗

和公共卫生服务在内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疫情防控

工作经验提示，应着力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充分发挥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中的“网底”“第一道防线”作用。明确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在疫情防控中应该承担的职责和工作任

务，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充分发挥作用的首要前提。

而如何确保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从严从紧把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就成了疫情防控的关键一环。

我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出台了包括工作方案、管理方案及服务指南等一系

列政策文件，这些文件中既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纲领性文件，也有聚焦疫情防控具体实施办法与措

施执行的文件。但政策层面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

关注度相对较低，少数涉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政

策文本也仅对其承担的部分工作做出了要求和规范。

目前，尚无政策文件全面且系统地阐述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应当承担的主要任务。

本文通过梳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司、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机制等多部委发布的政策文件，系统总结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疫情防控中应承担的工作任务，

明确其工作职能，旨在助力基层结合当前疫情防控

形势因地制宜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守好疫情防控的

“第一线”。通过初步梳理相关政策文件发现，现

有政策主要针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这

两类机构，尤其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更为突出。因此，

本研究中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要指的是城市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农村乡镇卫生院。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检索策略　于 2021 年 8 月，研究者通过查

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及其下设委机关的官方网站，

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 基层机构 / 基层防控，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 / 新冠肺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 新冠

疫情防控 / 疫情防控”为检索词，检索 2019 年 12 月

至 2021 年 8 月出台的与主题相关的规范性文件。

【Abstract】　Background　The major promise for promoting primary care intuitions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contain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defining the duties and roles that they should undertake.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policy documents related to COVID-19 issued by China's health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to make a systematic summary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duties that should be undertaken by primary care institutions，offering guidance for COVID-19 containment 

in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Methods　In August 2021，we searched the official websites of the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and its subordinate institutions for policy documents related to COVID-19 using "primary 

careinstitution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t the community level" "COVID-19" and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s the 

main search terms. The policy documents containing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primary careinstitutions" were 

sorted out in chronological order of publication，and their contents were intensively reviewed，organized，summariz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irty-four policy documents extracted from the official websites of the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of the 

PRC and its three subordinate institutions（Department of Primary Health，the former Bureau of Medic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former Bureau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were finally enrolled. They were mainly formulated by the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of the State Council in Response to the COVID-19，General Office and Department of Primary Health 

of the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of the PRC. According to these policy documents，the major responsibilities of primary care 

institutions in containing COVID-19 include：early detection and reporting the suspected COVID-19 cases；receiving trainings 

regarding knowledge related to COVID-19 containment and emergency preparedness drills for coping with the pandemic；

strengthening nosocomial COVID-19 infection containment and personal protection against the pandemic；cooperating with the 

community in fighting the COVID-19 pandemic；implementing health education about COVID-19 containmentusing a scientific 

approach；health management of priority populations；collecting and submitting nucleic acid samples；COVID vaccination. 

Conclusion　Primary care institutions play a vital role in containing COVID-19 in China. The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follow 

policy guidelines，and take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local conditions to facilitate the primary care in stitutions to better their 

performance in response to COVID-19 as frontline responders. 

【Key words】　COVID-19；Communicable disease control；Primary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Health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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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政策文件来

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及其下设委机关官方网站；

（2）我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包括工作方案、管理方

案及服务指南；（3）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纲要性文件，

或聚焦疫情防控具体实施办法与措施执行的文件；

（4）政策文件内容须涉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排除

标准：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根据上级文件精

神制定的政策文件。

1.3　资料提取与整理分析　下载满足条件的政策文

件，经过人工去重，将政策文件按发布时间顺序进

行梳理，提取政策文件的名称、发文机关、发文时间、

内容等核心信息。采用人工精读、分析和总结的方式，

通过对政策文件进行深入学习、对政策内容进行逐

节逐条的梳理，抓住政策关键词，分析政策的要点，

厘清政策脉络、适用情境、适用对象、适用范围，

做好归纳总结［2］。在对政策文件内容进行分析、总

结的过程中，尽量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避免主

观因素的干扰。

2　结果

2.1　纳入政策文件基本特征　初筛共获得 50 份政策

文件。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逐一阅读文件内容，

最终纳入 34 份政策文件（34 份政策文件的完整列表

请扫描本文二维码获取）。纳入研究的政策文件主

要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基层卫生健康司、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

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等网站，

发文单位主要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国务

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司等。政策发布时间上，2020

年上半年是政策出台最为密集的阶段。经过梳理，

按照文件的内容，政策文件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

类是综合性的政策文件，即从多个方面概括性地描

述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该承担的工作任务的文件，

如《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3］、《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关于进一步做好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工作的通知》［4］等；另一类则是专用性的政策文件，

即从某个单一方面较为详尽地描述了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应该承担的疫情防控任务的文件，如《关于加

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热诊室设置的通知》［5］、《关

于印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为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指南（试行）

的通知》［6］等。本研究仅呈现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政

策文件的详细信息，见表 1。

2.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

的功能和作用

2.2.1　病例的早发现与早报告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诊所、门诊部等

各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要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

在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设置预

检分诊处和发热哨点诊室［5］；在预检分诊处对患者

进行体温检测，查看健康码、行程码；对发热患者进

行信息登记，将相关信息报告至属地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并由分诊处护士引导发热患者至发热哨点诊室；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需要对全部发热患

者进行核酸检测和血常规检查，以便快速做出诊断［5］；

乡镇卫生院需要设置相对独立的隔离观察留观室，对

发热患者进行医学隔离观察［7］；对于不明原因的发

热患者，机构医务人员必须询问患者发病前 14 d 内

的旅居史或可疑的暴露史，进行完整信息登记，并

立即将患者就近转诊至设有发热门诊的上级医院［7］。

2.2.2　强化疫情防控知识的培训和应急演练　医务

人员是疫情防控的重要力量，加强对基层医务人员

的疫情防控知识和技能培训，有助于提升基层疫情

防控能力。政策文件指出，疫情防控期间要加强对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乡镇卫生院医生、护士、

管理人员及乡村医生等的全员知识培训；主张采取视

频会议、直播等线上培训方式，使医务人员及时掌

握和更新疫情防控相关知识，包括病例的发现与报

告、流行病学调查、转诊要求、院感防控和个人防

护措施［3］。同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强对《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重大疫情防控预案与演练手册（2020）》

的学习和应用，参照手册指引，结合属地疫情防控

形势变化，制定适用于不同疫情防控形势下的防控

应急预案，明确第一责任人和各部门职责分工，细

化疫情防控流程，定期开展演练，提高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疫情防控的能力和水平［8］。疫情防控期间，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要建立和完善包片

联动机制，指导辖区内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

室合理开展诊疗活动，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切

实提升机构的疫情防控能力［8］。

2.2.3　做好院感防控和个人防护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要强化感染防控底线思维，健全机构内部感染控制管

理制度，明确机构主要负责人职责。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要严格执行《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WST 367-

2012），做好医疗器械、器具、物品清洁消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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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处置医疗废物，严格执行终末消毒［8］，保持院

内环境卫生良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要树

立和提高自我防护意识，熟练掌握新冠肺炎防控知

识和技能；在开展预检分诊、医学观察等工作时，

必须严格按照分级防护标准，遵循相关技术规范，

做好个人防护、手卫生等防护工作［4］，严防医务人

员感染事件的发生。

2.2.4　会同社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社区防控是疫

情防控的基础性环节。《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动

员城乡社区组织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指出：要强化社区防控网格

化管理；发挥城乡社区组织、社区工作者凝聚作用

和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社区志愿者联动机

制协同作用，会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层医务人员，

动员广大社区居民参与，切实做好疫情监测、信息

表 1　国家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出台的部分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的代表性政策文件
Table 1　Some representative policy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by primary care institutions issued by China's health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来源网站 发布单位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任务 / 职能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加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国卫办基层函〔2020〕72 号）

2020-01-27 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基层卫
生健康司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办公厅

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网底”作用：（1）配合社区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早发现、早报告病例，协助管理密切
接触者；（2）做好预检分诊和门诊登记，信息上报； 
（3）疫情防控知识线上培训，提升人才能力；（4）重点
地区返乡人员健康监测，做好对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管理，
健康指导，健康教育；（5）做好机构感染控制管理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关于进一
步做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
作 的 通 知（ 国 卫 基 层 运 行 便 函
〔2020〕1 号）

2020-01-31 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基层卫
生健康司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基层司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承担的疫情防控工作：（1）科学开展
健康教育；（2）对辖区居民实行网格化健康管理，开展“地
毯式”排查；（3）强化防控知识培训；（4）做好机构的
感染控制（个人防护和手卫生，开展机构内部消毒和环境
卫生工作）

关于发挥医疗机构哨点作用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联
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186 号）

2020-06-11 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政医管
局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各 类 基 层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都 要 严 格 落 实 首 诊 负 责 制： 
（1）对发热患者进行登记，在 1 h 内上报到所在地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引导发热原因不明的患者到发热门诊进一步
接受检查、治疗；（2）乡镇卫生院在相对独立区域设立
临时隔离病房留观发热患者

关于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热
诊室设置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
综发〔2020〕267 号）

2020-12-08 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基层卫
生健康司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在有条件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发热诊
室，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严格落实预检分诊并实现“哨
点”作用，实现对发热患者的登记、筛查、隔离、报告、
治疗和转诊等功能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
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
防与控制技术指南（第二版）的
通知（国卫办医函〔2021〕169 号）

2021-04-06 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医政医
管局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加强院内感染防控：（1）开展防控培训；
（2）加强标准预防和额外预防（手卫生，正确使用个人
防护设备，正确实施呼吸卫生和咳嗽礼仪，加强清洁消毒
管理等）

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的通知（肺
炎机制发〔2020〕5 号）

2020-01-26 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疾病预
防控制局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工作机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家庭医生队伍配合社区实施
“网格化”“地毯式”管理，加强对重点人员的追踪，做
好密切接触者的健康管理

关于印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老年人、
慢性病患者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指
南（试行）的通知（国卫基层家
医便函〔2020〕2 号）

2020-02-26 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基层卫
生健康司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基层卫生健康司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疫情防控期间对重点人群（老年人、
慢病患者）开展日常诊疗：（1）规范诊疗服务；（2）优
化健康管理服务；（3）网格化健康管理；（4）加强疫情
防控宣传教育

关于做好儿童和孕产妇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通知（肺炎机制发〔2020〕17 号）

2020-02-02 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妇幼健
康司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好社区儿童疫情防控工作：（1）全
面掌握社区内儿童信息，做好健康管理；（2）加强发热
和症状监测；（3）调整儿童保健和接种门诊预防接种服务；
（4）疫情防控知识培训

关于印发全员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检测组织实施指南（第二版）的
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1〕
97 号）

2021-02-09 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基层卫
生健康司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1） 基 层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要 完 善 核 酸 检 测 信 息 登 记； 
（2）规范设置核酸检测采样点；（3）采样人员配比合理；
（4）规范阳性病例报告处置程序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服务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
发〔2021〕26 号）

2021-02-08 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医政医
管局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1）乡镇卫生院负责核酸检测样本采集和送检；（2）加
强核酸采样检测的安全管理；（3）实行“乡采样、县检测”

关于做好 2021 年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国卫基层
发〔2021〕23 号）

2021-07-14 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基层卫
生健康司

国家卫生健康委、
财政部、国家中医
药局

设有预防接种门诊并承担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任务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要严格落实《疫苗管理法》，做
好疫苗接收、入库、存储、人员调配和培训、接种等工作

注：新冠肺炎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病毒 = 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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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宣传教育、环境整治、困难帮扶等各项工作，

切实把社区防控的“网底”兜住、兜实［9-11］。各级

医疗卫生机构要强化与社区的配合，指导社区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现、报告、防治和应急处置工作［9］。

社区实行网格化管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加强

与社区的密切联动，协助社区开展“地毯式”摸查［4］，

做到早发现、早报告，加强重点人群排查和健康管理。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和家庭医生队伍要将“中

高风险地区返乡人员、异地返乡人员”作为重点人群，

对其进行信息登记，加强对其的健康管理和健康监

测，督促其进行两周的居家（集中）医学观察［10］。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保健医生、家庭签约医生和社区

网格员要对密切接触者做好规范管理，协助疾控机构

开展确诊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其密切接触者的追

踪管理，对密切接触者实行隔离医学观察，及时按

程序启动排查、诊断和隔离治理等措施［9］，发现异

常情况及时报告、处置。在农村地区，乡镇卫生院

和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承担了类似的疫情防控任务，

主要包括农村地区的筛查、预检分诊和转诊，密切

接触者的医学观察及流动人口、返乡人员的健康管

理等［12］。同时，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

要及时做好信息登记和上报工作，实行日报告制度，

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2.2.5　科学开展健康教育工作　疫情防控期间，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健康教育时，要加强对互联网

信息技术的应用。主张通过信息化平台、微信、短

视频等多种传播媒介，向辖区居民实时推送、宣传

疫情防控知识［13］；邀请专业医生线上开展疫情防控

专项知识讲座，多途径地开展健康宣教工作，创新

健康教育的宣传形式，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对于社

区内的医学隔离观察对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

人员可通过微信、电话、家庭医生签约 APP 等方式

与观察对象进行沟通交流，及时掌握观察对象的健

康状况，有效做好健康监测工作［3，14］。农村地区的

信息化水平相对落后，乡镇卫生院或村卫生室开展

健康教育时，可充分利用社区黑板报、农村大喇叭、

公示栏等载体，向村民广泛宣传疫情防控信息，引

导村民自觉养成佩戴口罩的卫生习惯，不参与聚集

性活动及超过规模范围的群体性活动［10］，提高个人

防护能力。

2.2.6　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　老年人、孕产妇、儿童

是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的重点人群。疫情防控特殊

时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社区更需要全面掌握辖区

内独居、空巢、留守、失能及患有多种慢性病的老

年人信息［15］；相较平时，要更加关注衰弱老年人的

健康状况，给予老年人更多关心，做好衰弱老年人

的健康管理工作。对于社区内的老年人聚集场所（老

年活动室、老年护理站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

加强对服务人员的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教育，指导其

做好清洁消毒和空气净化工作；加强对老年人群的

健康状况监测［16］，提出有针对性的防护建议，发现

发热老年患者要立即转诊到定点医院就医。

与社区老年人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相类似，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需要全面掌握社区儿童信息，做好儿童

健康管理工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将中、高风险

地区返乡儿童、异地返乡儿童作为重点人群，加强

对该类儿童的发热症状监测和日常健康管理，同时要

对家长和儿童开展健康指导，引导其正确认识和科学

预防传染病，提高传染病防控意识，加强个人自我

防护［17］。疫情防控期间，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暂

停“面对面”新生儿访视和儿童健康体检，通过微信、

电话、视频等方式开展在线咨询和指导。

经家庭医生评估后，对于诊断明确、病情稳定并

且有长期用药需求的慢性病人群，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可以向其提供长期处方服务［6］。之后，可以通过

微信、电话等方式与慢性病患者沟通，及时掌握慢

性病人群的健康状况，并对其进行针对性的指导。

对于出门困难的失能、高龄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

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提供上门巡诊、家属

代取药等服务［6］。

2.2.7　核酸检测样本采样和送检　开展全员核酸检

测是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快速且有效手段，

是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四早

策略的重要举措［18］。在全员核酸检测工作中，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主要承担核酸样本的采

集和送检任务。在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中，

要求实行“乡镇采样，县区检测”，即由乡镇卫生院

承担样本采集和送检工作，由县疾控、县医院或者第

三方实验室负责核酸检测工作［19-20］。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可为群众提供电话、微信小程序、

手机 APP、现场等不同采样预约方式，借助信息化

手段，来减少人群聚集，实现错峰采样。在核酸采

样现场，要规范现场秩序，指导居民正确佩戴口罩，

要求人与人之间保持 1 m 以上间隔［20］。

2.2.8　疫苗接种与宣传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简称新

冠疫苗）全员接种有助于构建有效的群体免疫，接

种新冠疫苗是防控疫情的有效手段。承担接种任务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应完善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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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独立的新冠疫苗接种区域，功能区设置中至少

应包含候诊、询问 /登记 /告知、接种、留观等区域［21］。

在开展接种工作前，要做好疫苗接收、入库、存储、

人员调配和培训等工作［22］。开展疫苗接种工作时，

采取分时段、分区域的形式，避免机构内部人员聚

集［8］。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应严格按照《疫

苗管理法》《预防接种工作规范》相关规定，依法依

规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严格遵循新冠疫苗接种

流程；接种过程中充分告知，在知情、同意、自愿

的前提下，为居民免费接种疫苗。接种疫苗的居民

需要在机构留观区观察 30 min；机构医务人员需要告

知接种者新冠疫苗常见不良反应及注意事项等［21-22］。 

新冠疫苗接种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常态化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

加强疫苗接种宣传引导，实时向居民答疑解惑，向

公众传递科学的疫情防控信息，不断提升居民传染

病防治素养水平。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系统梳理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及其

下设委机关发布的政策文件，着力探讨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任务和职能，旨在

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一份较为完整的、可参考

的疫情防控政策指南，为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

展具体的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指导。

在梳理政策文件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

术指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等

一直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其中《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诊疗方案》为更新次数最多、最快的文件，已更

新至试行第八版（2021 年 4 月）。国内新冠肺炎疫

情的形势在不断发生变化：2020 年上半年国内疫情

形势较为严峻；下半年偶尔有地区发生疫情，国内

绝大多数地区是低风险地区；随后国内开始并坚持

实施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工作。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研

究的不断深入，防控方案、诊疗策略不断更新完善。

国家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承担

的疫情防控任务的认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逐步

探索和完善的过程。疫情发生早期，我国的疫情防

控工作主要由大型三级医院承担救治任务；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则发挥“守门人”角色，设置预检分诊，

将新冠肺炎疑似病例识别关口前移，以缓解三级医院

的就诊压力。之后，随着国内疫情快速发展，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需要与社区协同做好网格化管控工作。

在中、高风险地区疫情防控工作中，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工作人员是开展核酸检测、人群筛查、转运和

上报等工作的主力。2021 年初，我国新冠疫苗研制

成功并投入使用后，绝大多数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又承担起了新冠疫苗接种任务。国内的疫情防控形

势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承担的

疫情防控任务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基于目前梳理

出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应承

担的主要工作任务，可尝试制定《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与控制指南（试行版）》，

并依据现实情况，对其中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疫情

防控工作内容进行更新和完善，最终形成适用于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更新版指南。

在梳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及其下设委机关发布

的政策文件时，鲜有文件提及要在信息化的支撑下做

好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工作，尚未发现有政策文件明确

提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需利用信息化技术来落实疫

情防控任务。近年来，我国卫生信息化建设步伐加快。

早在 2012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强

卫生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卫办发〔2012〕38号），

提出要把卫生信息化建设作为保障医药卫生体系有

效规范运转的重要举措，加快推进卫生信息化建设。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继发布

了《关于做好信息化支撑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国卫办规划函〔2020〕506 号）、《新冠肺炎

疫情社区防控工作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指引》（民办

发〔2020〕5 号）等文件，鼓励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强调要充分发挥大数据与人工智

能在疫情监测、溯源追踪、健康管理、远程医疗等

多个领域的重要作用。但在这些有限的政策文件中，

并没有文件专门适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防

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疫情防控中承担的工作量

大，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将信息技术运用于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疫情防控工作，将会有效地提高

其疫情防控效率。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梳理政策文件厘清了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应当承担的疫情防控工作任务。在日常

疫情防控工作中，需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来判定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需要发挥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

通过梳理政策文件，本文系统总结出了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承担的 8 个不同方面的

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工作一定由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独立承担。比如对于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而言，

我国实行两步走方案，第一步主要是针对部分重点

人群展开接种，第二步是对符合条件的群众实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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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EB/OL］. （2020-01-31）［2021-07-01］. http://www.

nhc.gov.cn/jws/s3581/202001/a16388ffe4a04d59b7df8e202a8aab16.

shtml.

［5］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 关于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热诊室设置的通知［EB/OL］. （2020-

12-08）［2021-7-20］. http://www.nhc.gov.cn/cms-search/xxgk/

getManuscriptXxgk.htm?id=20049f0fe43a4d1588acf7088255048a.

［6］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 . 关于印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为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指南

（ 试 行） 的 通 知［EB/OL］. （2020-02-26）［2021-06-07］. 

http://www.nhc.gov.cn/jws/s3581r/202002/e7307a4c19a14a6fb16603d

16dcf9854.shtml.

［7］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 关

于发挥医疗机构哨点作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EB/OL］. （2020-06-11）［2021-06-15］. http://www.nhc.gov.

cn/yzygj/s7658/202006/efa4d5573c324afc9b013a9d5069a5cd.shtml.

［8］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 .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关于进一步做

好冬春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工作的通知［EB/OL］. （2021-

01-23）［2021-07-20］. http://www.nhc.gov.cn/jws/s3577/202101/

43bef3af14e94dc39bb9ff5c57de7a0e.shtml.

［9］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 关

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的通知 

［EB/OL］. （2020-01-26）［2021-07-25］. http://www.nhc.gov.

cn/jkj/s3577/202001/dd1e502534004a8d88b6a10f329a3369.shtml.

［10］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 民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进一

步动员城乡社区组织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的紧急通知［EB/OL］. （2020-01-30）［2021-07-20］. 

http://www.nhc.gov.cn/jws/s7881/202001/1d27e24c56fb47e3bb98d7

e39c9ccb17.shtml.

［11］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 民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做好城乡社区疫情

防控工作的通知［EB/OL］. （2020-02-18）［2021-07-16］. 

http://www.nhc.gov.cn/jws/s3577/202002/be516c64af6d46e2819e4e

b1942e08f8.shtml.

［12］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 关于

进一步做好农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通 知［EB/OL］. （2020-02-27）［2021-07-19］. http://www.

nhc.gov.cn/jkj/s3577/202001/957b8ebc1245436d877cbee42dc

2e120.shtml.

［13］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在疫

情防控中做好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工作的通知［EB/OL］. 

（2020-02-08）［2021-07-07］. http://www.nhc.gov.cn/xcs/

zhengcwj/202002/ec5e345814e744398c2adef17b657fb8.shtml.

［14］国 务 院 应 对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感 染 的 肺 炎 疫 情 联 防 联 控 机

制 . 关 于 切 实 为 基 层 减 负 全 力 做 好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感 染

的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的 通 知［EB/OL］. （2020-02-

06）［2021-07-06］. http://www.nhc.gov.cn/jws/s7874/202002/

b2b06414c0f44e1db28d56e11044ba3b.shtml.

［15］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 关

于做好老年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EB/OL］. （2020-01-28）［2021-07-10］. http://www.nhc.

gov.cn/lljks/tggg/202001/96e82ba8a14d41b283da990d39771493.

shtml.

接尽接”，上级医疗机构在第一步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则主要助力第二步任务的实现，

在构筑群体免疫屏障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再比

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可以承担核酸采样和检测工

作，但不是所有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具备核酸采

样和检测的能力，同时上级医院也可以完成核酸采

样和检测工作。可以认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核酸

采样和检测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能断言其

起到了主要作用。另外，通过梳理疫情防控政策文本，

本文发现部分疫情防控工作内容缺少相应配套的指

导性文件，这也导致在总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疫情

防控工作任务时，不同工作内容在内容详略方面存在

较大的差异。本研究的立意只是从政策文本的角度，

指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该承担的职能任务。目前，

已出台的部分政策文本内容不够详细，仅是概括性

地指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需要完成这项工作，根据

其内容，无法直接判断出村级卫生机构（村卫生室）

能否在疫情防控中切实发挥作用，同时也无法从实践

经验的角度回答政策实际落地的效果如何这一问题。

对于疫情防控工作的执行者而言，疫情防控政策文件

在其工作实践中发挥着指导性作用；而对于政策制

定者来说，基于各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实践经验，

其可以对政策文本的内容进行丰富和具体化：二者

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后续可

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疫情防控实践经验进行总结，

从实践的角度验证政策落地的效果、分析落地中出

现的问题。

作者贡献：周瑞、姚能亮提出研究选题方向，负

责论文整体构思与设计；周瑞、陈芳芳负责文献 /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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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进行可行性分析，负责英文的修订、文章的

质量控制及审校，并对文章整体负责，监督管理；

所有作者确认了论文的最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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