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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对构建新时期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运作管理模

式提出了新挑战，产生了探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应急运作管理规律的新需求。首先，提出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本概念，指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应急管理的科学意义和国家战略需求；

其次，梳理该领域的国际发展态势及中国发展现状；最后，据此分析和凝练该领域近期主要研

究方向和典型科学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应急运作管理研究主要内容

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源识别、演化规律、传播预测模型和预警方法，基于数字孪生技

术的公共卫生事件控制理论和策略，应急管理多主体、多因素耦合理论和策略，应急物资生产

管理和调度，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和策略，应急物资物流配送体系构建及优化，应急物资供需匹

配及供应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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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

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

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

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其中，传染病是最主要

的一类。由于传染病具有突发性和重大健康风险，

建立科学全面的防控应急管理体系具有重要的政治、

社会和经济意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健

康领域的重要实践 [1−2]。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

急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风险识别、监测

预警、预测控制、协同联动以及社会参与、集成和统

筹各类资源等各个环节，涉及该领域诸多理论和方

法 [3]。要做到科学防范和应对，不仅要求具有专业处

置能力，而且需要系统的应急管理理论方法做保障，

应对不力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造成极

大影响 [4]。应急运作管理是应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是对国家关键医疗资

源战略储备、物流体系、生产调度能力的重大考验。

疫情暴发初期，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和医疗器

械等重点卫生防疫物资严重不足，加之无序使用，导

致一段时间内疫情防控物资供应十分紧张，暴露出

中国在关键医疗应急物资保障中一些长期存在的不

足和体系性缺陷。因此，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

的科学、系统、规范的应急运作管理理论、方法和工

具，对健全中国现代化应急管理体系具有重要科学

意义。

应急管理与治理能力建设是一项全员参与的重

大系统工程，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是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5]。2019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

体学习时强调，要积极推进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

力现代化。在 2020年 2月 1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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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

指出，要“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

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2020年 3月 1日，

《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全面

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体系》，再次强调了建立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体系的重要意义 [6]。以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

建设驱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根本

上离不开聚焦企业或组织微观层面的应急运作管理

科学理论和具体方法的构建。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复杂性高和预测难度大的背景下，应急运作管

理需要结合现实经验，综合多学科力量发展系统理

论和方法，使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关键医疗物

资在采购、生产、运输、使用、处理和销毁等整条供

应链上能做到全链路通畅和有序运行。

为实现上述目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应急运

作管理需要继续开展深入研究。包括重点识别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关键风险和演化规律，确定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下应急管理效能提升的关键影响因素，

厘清重大事件的变化规律并提出数字孪生系统控制

机制和策略，探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物资生产

管理和调度，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物资储备

管理方法和策略，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物资

物流配送体系，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应急物

资供需匹配及供应链理论，并最终形成维系国家经

济社会安全、融入全球治理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运作管理理论。在此过程中，迫切需要识别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源、机制及风险演化规律，将云

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数字信

息技术与应急运作管理相结合，丰富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下应急运作管理理论、方法和工具，以提高整体

应急管理效能，为政府吸纳和统筹社会治理资源、因

地制宜制定应急措施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这不仅

可以促进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实现新的跨

越式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对加快推动中国治理

体系现代化改革、提高国家综合应急能力和治理能

力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1  国际发展态势、中国发展优势及进展 

1.1  国际发展态势分析

随着甲型 H1N1流感、埃博拉等系列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频发，学术界掀起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应

急管理理论方法的研究热潮 [7−8]。特别是自 2019年

12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在各大学术平台上发

表的相关论文数量持续增加 [9−12]，《Science》等期刊发

表了应急管理中出行禁令和国际旅游限制对新冠病

毒传播影响的学术论文 [13−14]。此外，各国政府也高度

重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应急管理理论方法的研究

探索，如 75家国际机构联合声明，承诺分享新冠病毒

研究数据和结果，致力于实现跨国合作研制抗病毒

疫苗，共同攻克难关；美国建立了国家− 州− 地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三级纵向应对体系，宣布启动“联邦

反应计划”。在应急运作管理领域，虽然与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密切相关的研究不多，但与救灾、人道救援

相关的研究已受到运作管理领域研究者的关注。

BANOMYONG et  al.[15] 系统回顾了 2005年至 2016年

对人道主义行动、人道主义物流和人道主义供应链

绩效的研究；BEHL et al.[16] 也对人道主义供应链管理

研究进行评述并给出未来研究方向； EISENHAND-
LER et al.[17] 研究人道主义接送和分发问题；NATAR-
AJAN et al.[18] 讨论人道主义行动中的库存管理问题；

NURMALA et al.[19] 进行人道主义后勤方面的人道主

义商业伙伴关系研究；SINGH et al.[20] 对人道主义供

应链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分析。这些研究成

果为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运作管理提供了

可供借鉴的理论、方法和工具。 

1.2  中国发展优势分析

近年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中国频发，如 2003
年的 SARS、2009年的甲型 H1N1流感和 2019年的新

冠肺炎，此类事件具有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

控难度大等特点 [21−22]。为防范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中国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积

极调动群众力量，进一步完善了重大疫情防控体制

机制，健全了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形成了一

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案三制”应急管理模式 [23]。根

据《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

“十二五”期间中国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取得重

要进展，初步建成国家应急平台体系，专业救援力量

纳入国家应急体系，组建国家卫生应急队伍，与“十

一五”期间相比，公共卫生事件数和报告病例分别下

降了 48.5% 和 68.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设立“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专节，专门谋划布局

应急管理工作，明确提出要实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显

著增强”等战略目标。中国对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视

和重大需求，为中国学者在应急运作管理理论领域

的研究提供了众多机会 [24−26]。 

1.3  中国研究进展分析

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应急管理理论方法研究得到

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在中国知网、百度学术等中

文学术信息平台上，检索标题中包含“应急管理”的

论文，发现 2015年至 2020年被 CSCD和 CSSCI数据

库收录的公开发表中文学术论文有 523篇；在 Web of
Science (WOS)英文学术信息平台上查询，以“Emer-
gency management”为主题的检索结果表明，中国大陆

学术机构发表的“Emergency management”国际学术

论文，在 2015年至 2020年达 400多篇，排在同期全球

各个国家和地区同类论文数量前列。从研究内容看，

应急管理相关领域研究主要包括应急管理体系 [27−29]、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30−32]、政府应急管理 [33−35] 和应急

管理机制 [36−38] 等。然而，目前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为背景的应急管理研究则相对较少，研究热点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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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于某个特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研究重心

从法制体系建设、应对机制逐渐转向应急管理制

度 [39]、国家治理 [40]、数字化转型 [41]、社会治理 [42]、跨

区域协同 [43] 和公共危机预警 [44] 等，鲜少涉及应急运

作管理。但是，在综合性的应急运作管理领域，对应

急物流体系、能力共享、设施选址和应急资源优化

等的研究虽然并未受到广泛关注，但也都有学者触

及 [45−50]。因此，从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和应急运

作管理的背景和研究现状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应

急管理体系逐步趋于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和应急管

理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已被学者们认同，但是将应急

管理置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背景下，阐释国家如

何构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关键医疗物资的战

略保障、原材料采购、生产方式、设施选址、物流配

送、供应链系统，以及面向关键医疗物资的政府、医

院、企业和社会之间的联动机制等方面尚未得到学

术界的足够重视，亟待开展相关问题的研究。 

2  主要研究方向和典型科学问题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 3个主要特征：一是突发

性、紧迫性和传播性；二是客观性、复杂性和不确定

性；三是破坏性、持续性和机遇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下的应急运作管理，首先，要辨识突发事件的关键

风险点，做好风险评估和预测预警，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降低应急处置的压力和损失；其次，建立应急物

资管理保障体系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物资

需求，快速维护、恢复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最后，要紧

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运作管理中的关键问题，

提出应对方法、协同机制、管控策略，大力提升应急

管理效能。因此，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应急

运作管理，有必要从这 3个方面加以应对，并具体从

7个方面着手研究。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源

识别、演化规律、传播预测模型和预警方法；②基于

数字孪生技术的公共卫生事件控制理论和策略；③应

急管理多主体、多因素耦合理论和策略；④应急物资

生产管理和调度；⑤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和策略；⑥应

急物资物流配送体系构建及优化；⑦应急物资供需

匹配及供应链理论。图 1给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

的应急运作管理理论研究框架。 

2.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源识别、演化规律、

传播预测模型和预警方法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迅速在全球蔓延，暴露出疫

情初期风险评估不充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

发性、紧迫性、传播性等特征。应对事件面临信息

不完备、主客体等多种不确定因素和时间压力，产生

事件风险源识别不准确、事件风险演化规律认识不

深刻、事件风险评估研判不充分等一系列严峻问题，

进而造成应对延迟、巨大经济损失和负面社会影响。

不仅如此，在当前经济社会活动高度活跃的全球化

时代，人员跨境、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出行轨迹高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应急运作管理理论

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特征

风险源识别、
演化规律、传
播预测模型
和预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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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性
持续性
机遇性

面向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
的协同机制
和风险控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源识别、演化规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播预测模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方法

应急物资生产管理和调度
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和策略
应急物资物流配送体系构建及优化

应急管理多主体、多因素耦合理论和策略
应急物资供需匹配及供应链理论
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公共卫生事件控制理论
和策略

面向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
的物资保障
体系

技术支持：
人工智能
大数据
物联网
数字孪生
5G

工业互联网

 

图  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应急运作管理理论研究框架

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of Emergency Operation Management Theory under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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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复杂化，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

等技术的高速发展为监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播和

预测预警提供了大量新的数据来源和方法工具。因

此，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具有高隐蔽性、不确

定性和动态演变性的特征，对事件风险源进行及时

和科学的识别，引入多领域专家和社会相关人员大

群体对风险演化规律进行科学评估，以及采用新的

技术方法对风险源传播进行预测预警，可以有效预

防危机的发生。但在时间压力和信息不完备情况下，

快速识别事件风险源和快速掌握演化规律变得非常

困难，因此亟须进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源识

别方法、风险演化规律和传播预警的探索，以实现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播的精细化、精准化时空一体

预测和预警，并为后续设计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提供

清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传播的全景图谱。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风险源识别方法和大数据清洗方法，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源社会网络分布规律，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风险形成机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测

度模型和智能评估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演

化规律模拟建模及风险预测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大群体风险研判机制等。 

2.2  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公共卫生事件控制理论和

策略

由于公共卫生事件成因复杂、种类繁多，相关防

控和应急措施涉及面广、不确定程度高，使公共卫生

事件的潜在风险难以准确预测和及时识别，事件发

生之后的控制措施和处理方案的效果难以准确预判

和有效评估。如何更有效地掌握重大事件的变化规

律，实现对事件的有效控制和应对，仍然是公共卫生

等公共安全领域面临的科学难题。近年来，伴随着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

应运而生的数字孪生技术已有效应用在工业制造和

工程建造等领域的仿真设计和系统控制中。而在公

共卫生事件防控领域，通过构建各类公共卫生事件

涉及的数字孪生系统，将虚拟仿真与现实反馈进行

高度融合，以新的视角和手段研究突发公共事件的

风险研判、演变趋势和应对策略等一系列问题，对于

解决精准构建应急预案、有效改进早期检测信息网

络、精细建设高危传染疾病防控体系、动态精确调

整控制措施等诸多现实问题，从而实现对公共卫生

事件更有力把控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公共卫生事件现实系统数字

建模理论和方法，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公共卫生事

件仿真推演理论和方法，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公共

卫生事件控制机制和策略，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公

共卫生事件控制策略的有效性和风险，基于数字孪

生技术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体系设计及监测预

警技术研发等。 

2.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应急管理多主体、多因

素耦合理论和策略

多主体、多因素的复杂耦合作用是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诱发、演化和治理过程中的驱动力量，科学有

效的应急管理策略依赖于对突发事件诱发机理、信

息扩散、灾害风险、协同治理的清晰认识和把握。

由于事件内生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高度耦合性，其应

急管理有多主体、多因素、多尺度和多变性的特征，

传统分析方法难以刻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

的复杂动态过程。因此，亟须围绕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管理和决策中的若干关键问题，综合运用决

策科学、运作管理、统计学、社会科学和复杂系统科

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关键影响因素识别、评价及其相互耦合机制，单一事

件的状态演化规律以及多态事件链的衍生、次生和

耦合规律，建立综合风险的形成和预警模型。在此

基础上，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企业生产运作过

程中涉及的各功能模块之间的耦合作用，为中国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运作管理体系设计、风险评估、

综合预警和应对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基于关联耦合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诱发模式研究，多因素耦合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复杂性机理及其风险度量研究，基于多因素时

空耦合的公共卫生事件灾害预测和评估研究，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多主体组织网络研究，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多元治理主体功能耦合机制研究等。 

2.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应急物资生产管理和调度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的需

求往往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短时间内如何保障该类

物资的供应是应急管理的重中之重。因此，有必要

围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涉及到的防疫物资的生产

和调度中的关键问题展开研究，在人工智能、物联网

和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的支持下，构建全国医疗防疫

物资生产的数字地图，并基于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

析和预测性监控，实现精细化的生产运营管理和产

能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升应急生产机动性和

调拨分配效率的应急防疫物资生产和调度的新模式

和新方法，构建防疫物资全生命周期流程图，实现防

疫物资全过程跟踪和追溯。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

疫物资柔性生产能力设计，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防疫物资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发，面向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全国医疗防疫物资生产的数字地图开发，

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疫物资生产线的实时、

动态的数字化监控系统设计和开发，数据驱动的防

疫物资产能优化和布局，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防疫物资调拨效率研究，防疫设备远程监控和智能

化诊断研究，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防疫物资全生命周

期管理和溯源机制。 

2.5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和策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充足的防疫物资不仅

可以有效降低疫情传播的速度，更是受疫情影响的

群众生活乃至生命的保障。因此，应急设施、设备、

救治药品和医疗器械以及其他物资和技术的储备与

调度，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占据了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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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地位。在传统的应急物资储备模式中，政府

担负着采购、组织和储备等多项职能。由于物资储

备管理工作的专业性等原因，政府储备应急物资不

仅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而且由于应急物资具有有

效期等缘故报废损失较大。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在运

用传统库存理论探索自然灾害下人道救援物资的储

备策略方面已有一些成果，但难以直接复制到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情景下，因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

自然灾害的风险演化规律、损害形成机理千差万别。

因此，有必要特别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应急

物资储备管理和策略问题，围绕应急管理的预防与

准备、监测与预警、处置与救援、恢复与重建 4个阶

段展开应急物资储备研究，从而提升应对各类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反应和救治能力。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各

类应急物资储备水平决策，应急物资临时库存点的

设施选址以及应急物资调度策略，应急物资库存控

制策略，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物资补货策

略，应急医疗物资供应商评价和甄选体系。 

2.6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应急物资物流配送体系

构建及优化

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维持受疫情影响区

域的企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的日常物资供应迫在眉睫，

机动灵活高效的应急物资物流配送体系发挥了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总体战“生命线”和保持生产生

活平稳有序运行“先行官”的重要作用。重点医疗

和防控物资的调配，不仅紧缺，而且紧急，如果没有

科学、高效、智慧的应急物资物流配送体系，将严重

影响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国民经济的有序运行和

群众日常生活保障。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由于

疫情防控的需要，还需对交通进行管控，不少社区乡

村等进行封闭管理，更需要借助新技术手段配送应

急物资，如无人机、无人驾驶车辆、智慧配送车辆等

智慧物流设备，以及政府与物流企业之间的协同配

合，才能保证应急物资及时送达。与传统的物流配

送体系相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应急物资物流

配送体系，无论是在配送网络设计、配送路径规划、

配送车辆安排，还是调度方面都有独特性。因此，研

究构建和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物资物流配

送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社会价值。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

急物资物流配送网络设计，区块链技术在应急物资

物流配送中的应用研究，应急物资物流中无人机配

送线路优化，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配送车辆安

排和调度，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于需求动态

变化的应急物资物流路径优化等。 

2.7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应急物资供需匹配及供

应链理论

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对保障人民生命安

全起决定作用的除医疗技术水平外，医疗卫生物资

供应能否满足暴发性需求尤为关键。因为医疗卫生

资源的常态供应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形成的暴发

性需求之间往往存在巨大鸿沟，若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缺乏有效的应急医疗卫生物资供应，必将付出

巨大的代价。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医疗卫生物

资的极度短缺不仅影响医院的救治能力，而且直接

威胁国家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如果未来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仍然缺乏从国家宏观战略层面的高度审

视极端状态下相关医疗卫生物资的供需平衡问题，

仅依靠市场的自我洞察和运作，那么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的巨大代价的情形仍有可能重现，人民生命安

全、国民经济发展也可能会再次受到不同程度的损

害。因此，为提升中国医疗卫生行业服务水平，保障

人民生命安全，确保国民经济稳定有序运行，有必要

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物资供需匹配及供应

链理论。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

急物资需求预测技术，应急物资供需匹配模式创新，

应急物资战略储备式供应链资源体系，应急物资供

应链协同机制，供应链应急救援智慧系统仿真平台

设计和开发等。 

3  结论

近年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不可预估性和严重

破坏性倍受社会关注，给各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

社会秩序带来严峻挑战。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

的负面冲击还在持续，对人民健康、经济发展、国家

安全以及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面对日益复杂的

外部环境和多变性特征愈发突出的突发事件，中国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和决策能力仍有

待提升，尤其是应急运作管理领域，无论是理论方法

还是实践操作都亟须创新性探索和成果检验。本研

究在梳理国际发展态势及中国发展现状的基础上，

总结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急运作管理的相关前

沿课题，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源识别、演化

规律、传播预测模型和预警方法，基于数字孪生技术

的公共卫生事件控制理论和策略，应急管理多主体、

多因素耦合理论和策略，应急物资生产管理和调度，

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和策略，应急物资物流配送体系

构建及优化，应急物资供需匹配及供应链理论 7个方

面。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是运作管理、计算

机科学、人工智能、统计学、社会科学和复杂系统科

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领域。今后仍需进一步

强化跨学科交叉研究，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应

急运作管理面临的重大风险管理和重大决策的挑战，

凝练和提出未来亟须关注和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

探索重大科学问题的解决途径，为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持经济平稳安

全运行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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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poses  new challeng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mergency operation management mode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n the new era, and brings new demands to explore the
rule of emergency operation management unde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Firstly,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e basic concept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clarifies  the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and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under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then sorts out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rend and China′s development status in this field.  Fi-
nally, the main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typical key scientific issues in this field a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on emergency operation management unde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mainly includes:  ① identification of
risk sources, evolution rules, disseminate predictive models and early warning methods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② theory
and strategy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control based on digital twin technology; ③ multi subject and multi factor coupling
theory and strateg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④ production management and dispatching of emergency supplies; ⑤ invent-
ory management and strategy of emergency supplies; ⑥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emergency logistics distribution sys-
tem; ⑦ supply and demand matching of emergency supplie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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