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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Resilience Model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on Strategy unde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 Case Study of Dufudi Community in Wuhan

疫情防控下社区韧性模型构建及提升策略
——以武汉市都府堤社区为例

陈  铭    吕  猛    CHEN Ming, LYU Meng

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侵害社区健康安全问题入手，通过分析整理社区韧性指标影响因子，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架构社区韧性指标框架，并在防疫视角下以时间维度“疫前—疫中—疫后”为脉络构建社区韧性

“W2R”模型并阐述其运行模式。以湖北省武汉市都府堤社区为例，通过“W2R”模型分析得出其在防疫过程中存在疫

前预警响应不足、疫中空间利用缺失及疫后治理水平有限等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韧性提升策略：平疫结合提高风

险应对、规划响应提升空间品质及共同打造活力社区的策略应对，以期对社区疫情防控提供借鉴。

With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situation affecting the community health and safety, we analyze and organize 

the impact factors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indicators, and combine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quirements to build 

the community resilience index framework. In the view of epidemic prevention, we build the community resilience "W2R" 

model with the time dimension "pre epidemic - in epidemic - post epidemic" as the context, and elaborate its operation mode. 

Taking the Dufudi Community in Wuhan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W2R"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epidemic prevention, such as insufficient pre epidemic warning response, inefficient space 

utilization and limited post epidemic management. Therefore, it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to improve resilience: combining 

epidemic prevention with risk response, conducting planning respons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pace and jointly creating a 

dynamic community,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community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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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作为居民生

活基本单元的社区在面对疫情防控时有着巨大

挑战。进入21世纪以来，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频

发，如何在人口高度集中的社区中通过规划手

段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减少疫情对社区的

冲击，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社区是城市居民日常居住生活的空间，主要

满足居民居住、活动及健康安全需求。在疫情暴发

初期，社区无法及时对疫情风险进行预警、响应，

甚至连居民基本需求都无法保障。社区为应对不

确定健康风险及突发状况，需满足灾害预警、空间

响应、治理保障等要求，其韧性建设需要加强。

在社区层面增加韧性建设的研究中，国外学

者Cutter[1]提出灾害复原力模型，并提出在社会、

经济、房屋等方面基于经验的社区复原力韧性标

准；Bruneau[2]从工程角度出发，认为社区的地震

韧性可以通过基础设施机能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进行计算，从而构建系统的韧性机能曲线评价模

型；国内学者肖婧等[3]构建了健康韧性城市规划

的EERR①模型，并提出健康城市韧性应对策略。

在无法掌握灾害因子的情况下，主动提升社

① EERR：“双评估”和“双响应”。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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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防灾能力，提高灾前预防、灾中应对与灾后恢

复能力，加强社区韧性建设是应对灾害的有效措

施[4-5]。本文以湖北省武汉市都府堤社区为例，通过

韧性指标框架构建社区韧性“W2R”模型，分析

其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策略。

1   疫情防控下的社区韧性影响指标分析

1.1   指标依据

随着韧性理念的不断发展，社区发展有了

新思路。社区韧性是“社区+韧性”的集合，是

指社区在面临灾害风险时具有应对和从灾害中

恢复的能力，具有灾前预警、灾中应对和灾后恢

复的特征。通过社区受疫情侵害的反应来看，如

今社区需重新审视其应对危机的能力。

社区韧性建设是提升社区危机应对能力、

规避风险的重要途径，而社区韧性的建设离不

开影响社区健康安全的韧性指标因子。结合国

内学者孙立[6]关于应急管理与社区空间韧性指

标的研究，遵循风险应对需求，社区韧性指标的

选取需建立在可有效防控突发风险的基础上。

从社区面对疫情侵害的反应来看，社区治理、社

区空间和社区组织等方面对于疫情防控有重要

的影响，进而归纳总结出在社区层面应对危机

主要应从以上3个方面来评判社区的韧性能力，

其中每个指标都有不同的指标类型及指标要素

来组成社区的整体韧性指标，其特征如表1所

示。指标要素的缺失将导致社区韧性不足、风险

应对能力欠缺，加重灾害侵袭。

1.2   韧性社区防疫指标框架

健康而富有韧性的社区可有效防控疫情，

架构社区韧性指标框架需聚焦对社区疫情防控

影响较大的因素，同时在社区防疫过程中其框

架要具备适应性、可行性和有效性等特点，满足

其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全面性等要求。

明确对社区健康风险影响较大的因素并确

定与之对应的指标因子，结合防疫需求进一步

分析出社区治理、社区空间和社区组织方面有

关疫情防控的核心影响指标，并通过加强社区

韧性建设，增强社区应对灾害的预警、抵抗、恢

复和提升等能力[7]。本文总结社区韧性建设相关

文献内的影响指标并结合表1指标，遵循防疫要

求构建了韧性社区防疫指标框架（见图1）。

2   疫情防控下的社区韧性“W2R”模型构建

结合韧性社区防疫指标框架内不同指标

类型及影响因子，遵循防疫要求构建社区韧

性“W2R”模型。围绕框架内有关社区防疫的

指标因素，并针对相应的指标因子提出具体防

疫响应措施，进而将社区韧性防疫过程分为3个

阶段：疫前健康风险预警（pre epidemic health 

risk warning）、疫中规划建设响应（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response to epidemic）和疫后治理活

力恢复（recovery of post epidemic management）

（见图2）。

2.1   疫前风险预警建设

社区机能水平是衡量社区受疫情影响的重

要标准。社区韧性机能曲线表达了社区韧性的

机理和内涵（见图3），其中社区韧性能力主要

依赖于社区机能水平，而社区机能水平P可用

函数表达为：

指标划分 指标类型 指标要素 韧性特征

社区治理

公共管理 应急组织培训、救援分工与指挥、应急疏散措施、治安与防护
状况、应急预案、救援人员组织情况、应急设施冗余性

冗余性 
稳健性政治经济 医疗卫生设施、救援物资储备、应急通讯设备、社区经济概况、

社会团体情况、社区特殊地位

人口构成 人口密度、性别比例、未成年人比例、老年人比例、病残人口比
例、家庭结构

社区空间

公共空间 开敞空间利用、空间易达性、干道情况、社区出入口数量、应急
场所

适应性  
冗余性

景观环境 建成环境品质、绿化情况、建筑通风环境
基础设施 道路通畅性、防疫储备空间、垃圾处理设施、医疗设施可达性

防灾措施 防疫救援场所建设、防疫救援通道畅通、紧急响应措施、应急
服务设施

社区组织

组织方式 社区领导力、共同缔造、居民参与

自组织性组织治理 保障机制、准备与应对计划、大数据信息平台建设、应急救援
效率、志愿者组织、防灾宣传

组织建设 社区“工作坊”共治共管、社区自组织委员会

表1  风险应对下社区韧性指标汇总表

Tab. 1 Summary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indicators under risk response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1  韧性社区防疫指标框架
Fig. 1 Index framework of resilience community epidemic preven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1）P=f（R,I）=f（X1, X2, X3,……, Xn）     



规划实践 | 63 

        

式中：P为社区机能水平；R为居民；I为基础

设施；Xn为影响社区功能水平的指标因子变量[8]。

结合疫情防控的现状来看，社区在正常

情况下，即正常社区机能水平为p1，在t1时遭

受疫情冲击，短时间内（t1—t2）社区机能水

平迅速下降到p2，表明社区韧性机能在突发

疫情影响下受损害较大。随后社区面对疫情

侵害作出响应，在（t2—t3）时间段内，因采

取有效的措施使得社区韧性机能水平逐渐恢

复（p2—p3），最终在t4时，社区韧性机能水平

恢复到p4 。由于社区疫情防控措施执行较好，

恢复后社区韧性机能可能优于初始机能水平

（见图3，曲线1）。

（0—t1）时间段是疫情发生之前，通过情

景规划模拟法假设社区增加疫前健康风险预警

及措施，社区机能韧性增加且防灾能力提升，则

在面对疫情风险侵害时社区机能水平为（p1—

p2'），社区受疫情侵害损失较小（见图3，曲线2），

且相对来说，在较短时间内（0—t4'）灾后社区

机能水平逐渐恢复。

需要注意的是，疫前健康风险预警能力受

社区机能水平影响，而社区机能水平提升需要

社区治理指标韧性建设来体现。由模型可知，具

体为在管理韧性建设方面加强救援组织建设；

在灾前制定应急预案并明确救援应急措施，为

疫情防控提供保障。在经济韧性建设方面提高

医疗设施应灾能力，增强防疫功能；增加应急救

援物资储备，保障防疫救援；促进社区经济发

展，加强承载能力。加强社区治理能力可增强社

区韧性和灾害应对能力，也可作为判断社区受

灾情况的标准，有助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

 

2.2   疫中规划响应实施

本阶段是以疫情灾害冲击为问题导向、以

提升社区机能水平为目标导向，从而在物质空

间和组织治理层面进行韧性建设。由图1可知，

疫中规划响应是指在物质空间层面提升社区空

间韧性、环境韧性及设施韧性；在组织治理层面

增强治理韧性。

该过程表现在空间响应方面，利用开敞空

间搭建临时医疗设施；分级分类弹性利用社区

空间，为防疫救援预留空间，利于应急场所建

设；保持社区道路通畅，保障防疫救援通道建

设；严格控制社区出入口数量，增设检疫设施，

减少人员流动。在环境响应方面，提升社区环境

品质，增加绿化建设，可改善社区微气候和通风

环境。在设施响应方面，增强基础设施建设，保

障实行防疫措施；加强社区医疗设施建设，解决

防疫初诊问题，减少交叉感染；增设垃圾集中处

理设施，减少潜在疫情风险。

在治理响应方面，健全防疫救援保障机制，

为疫情防控提供支持；进行大数据信息平台和

应急保障机制建设，密切观察疫情形势，保障救

援效率；组织志愿者团队提升救援效率等。

2.3  疫后活力恢复营造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造重启

社区自组织功能，可促进社区治理活力恢复[9]。

该阶段主要通过组织建设促进社区活力恢复，

通过共同缔造“工作坊”的建设提高社区居民

主人翁意识，增强社区自我管理能力；组建社区

自组织委员会，调动社区自我组织能力[10]，可促

进灾后社区活力恢复的问题，并带动社区居民

积极参与社区事务；通过举办活动，加强社区防

疫宣传，提高居民防灾意识。

3   韧性视角下都府堤社区防疫问题解析

3.1   都府堤社区现状解读

都府堤社区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部，

属于中华路街道，其规划占地面积11.89 hm²，社

区内有毛泽东故居、党史博物馆、农讲所、五大旧

址等，被誉为“中国红谷”[11]；都府堤社区主要

包含雄楚楼片区、北城角片区、农垦片区、状元楼

片区及青石桥片区等，社区划分较为零散，空间

联系性较弱，基础设施状况较差，防疫压力较大

（见图4）。

3.2   调研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武汉都府堤社区重点片区为对象，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社区防疫问题进行分析

（包括参与式调研、问卷调查、实地踏勘和会议访

谈），结合“W2R”模型有关社区韧性防疫建设

的指标类型，梳理社区防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具体方法为：（1）参与式调研。以社区志愿者形

式参与社区工作，对社区疫情防控情况进行调

研。（2）问卷调查。对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主

要了解防疫过程中社区空间环境和基础设施方

面存在的不足。（3）会议访谈。与社区防疫工作

者进行访谈，并进行实地踏勘厘清防疫过程中具

体空间节点、防疫措施和灾后活力恢复情况。

3.3   问题分析

3.3.1    预警响应不足导致风险应对缺失

由上文知，疫前健康风险预警与社区韧性

机能水平有关，其中相关影响指标有灾害应急

预案、医疗设施、经济水平等。都府堤社区在疫

图2  疫情防控下社区韧性“W2R”模型

Fig. 2 "W2R" model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unde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社区韧性机能曲线及预警变化曲线
Fig. 3 Resilience function curve and early warning 
curve of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改绘自《自然灾害情景下社区韧性研

究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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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暴发前，社区应急预案以防洪防汛、火灾事件、

公共设施安全事件及盗窃事件为主，对于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不足。社区干部只有13人，安

保人员和协管员较少，应急协调救援组织建设能

力有限。据调查分析，社区现有2 616户、共6 553

人居住；其中60岁以上老人1 867人，占总人口的

28.49%；70岁以上老人647人，占总人口的9.87%；

说明社区已进入老龄化阶段。社区医疗服务设施

仅有2处，应急能力有限，防疫救援物资储备不完

备，表明社区危机应对方面存在不足。

但这些并不代表社区面对疫情冲击没有抵

抗能力。社区正常运作依赖于社区管理、医疗救

援和经济水平等固有资源，而这些固有资源也保

证了社区在面对灾害时短时间内不会发生质变，

但随着时间推移（0—t2），社区突发疫情预警和

防御能力缺失也会导致风险应对不足（见图5）。

由图5可知，都府堤社区虽没有针对突发

疫情的应急预案和防御体系，但社区自身具备

一定的防灾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疫情

的侵害，社区机能水平缓慢下降（p1—p2）。而当

疫情加剧，针对疫情的风险预警机制缺失，且社

区自身防灾能力应对疫情不足时，会导致社区

机能水平全面下降（p2—p3）。综上，社区面对疫

情灾害冲击虽有一定的抵御能力，但缺乏针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预警机制和灾害抵御

能力也会导致社区风险应对能力不足，造成社

区机能水平下降（p1—p3），加重疫情侵害。 

3.3.2    空间利用缺乏使得应急救援失位

由图1可知，社区空间环境，包括公共空

间、建成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对疫情防控有较大

影响。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现场踏勘的方式，对

都府堤社区居民发放100份调查问卷，并进行社

区防疫现状和空间环境调研，其中主要涉及社

区空间环境、道路交通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旨在收集整理有关社区疫情防控的影响因素，

通过调研中反映社区空间各方面问题的人数占

比来明确社区现状突出问题，进而判断社区面

对疫情防控时可能出现的短板。

 （1）空间环境建设考虑不足

都府堤社区作为老旧小区，社区内建筑密度

高。由调研数据可知，涉及“活动空间不足”“公

共空间占用”“绿化空间占用”“景观绿化少”“环

境卫生差”等问题占比较大，表明社区空间层面

上存在较大的防疫缺失（见图6），并且在空间环

境建设方面存在无法满足防疫需求的问题。

因此，社区空间环境建设是防控疫情的重

要举措，也是疫中社区规划响应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面对突发灾害时，社区公共空间可用于防

疫设施建设，且优化建成环境品质也可改善社区

微气候和通风环境，减少疫情潜在风险。都府堤

社区空间环境建设考虑不足、环境品质差等问题

会造成感染风险增加，面对疫情风险抵抗力较

低，对防疫措施的及时有效开展造成一定影响。

（2）防疫救援实施困难

防疫应急救援依赖于生命线工程，调研

数据显示，社区内“车辆进出不便”“道路狭

窄”“通畅性低”“缺乏医疗设施”“配套设施不完

善”“垃圾处理设施低效”“适老设施不足”等问

题严重，表明社区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在防疫

过程中存在较大问题（见图7）。

都府堤社区道路空间狭窄、畅通性低导致

交通不便；仅有2处医疗服务设施，无法满足突

发疫情应急要求；垃圾处理设施效率低，潜在疫

情风险较大；适老设施不完善，增加老年人感染

风险。应急措施无法保障，防疫救援工作实施困

难，影响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

3.3.3    治理水平有限致使活力恢复受阻

（1）社区治理水平有限

社区遵循街道办、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管

理，但由于疫情突发，并未有完善的机制可有效

防控疫情；其信息平台建设主要依赖于业主群

和社区内77个宣传栏，防疫信息平台建设不完

善；社区内在疫情突发前未组建志愿者团队，仅

依靠社区干部在面对突发疫情时救援效率较

低，无法有效应对疫情。面对疫情防控社区治理

水平有限，无法及时制定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

不利于疫情防控工作进行。

图4  都府堤各片区分布及空间环境问题分析图

Fig. 4 Analysis chart of distribution and spati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Dufudi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都府堤社区防疫机能曲线图
Fig. 5 Function curve of epidemic prevention in 
Dufudi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改绘自《自然灾害情景下社区韧性研

究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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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区组织建设缺失

都府堤社区在防疫过程中，加强了街道办

和居委会职能，依托政府紧急防疫工作安排和

社会团体的支持进行防疫工作，但自身组织建

设并不完善，面对突发疫情无法及时有效地执

行防疫措施。居民参与社区防疫工作较少。

4   都府堤社区韧性提升策略研究

结合都府堤社区防疫问题，遵循社区韧性

建设要求并结合疫情防控形势，将社区防疫韧

性提升策略分为疫前平疫结合、疫中规划响应

和疫后共同缔造3个方面，其过程如图8所示。

4.1   疫前平疫结合提高风险应对

4.1.1    韧性建设打好基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不确定性对社区的发

展提出新挑战，加强社区韧性建设已迫在眉睫。

针对都府堤社区防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根据

突发疫情风险具有传播快、预测难、危害重的特

点，进行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社区韧性建设和

构建风险响应机制尤为重要。

加强社区治理韧性建设，完善应急预警机

制以应对突发疫情，保障社区居民健康生命安

全；加强社区空间韧性建设，改善人居环境，为

灾害应急提供救援空间并保障优质卫生的生存

环境；加强社区组织韧性建设，增强组织自我管

理和参与意识，共同抗疫。

4.1.2    平疫结合应对风险

平疫结合战略的提出可有效促进社区韧性

建设，并提升社区面对风险时的应对能力[12]。其

不仅体现在满足平时的功能需求，还体现了社

区在面对疫情时承担风险的能力。

由图2模型可知，在社区治理、空间环境和

组织建设方面增加韧性建设，以保证面对突发

事件时社区自身有能力抵御风险。在社区治理

方面，完善应急预案和救援组织建设，提升医疗

服务功能，完善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在空间环境

方面，社区应保障生命线工程建设，预留救援空

间并保持道路通畅，改善环境以减少潜在风险；

在组织建设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保证社区面

对突发事件时有自我防御的能力。

4.2   疫中规划响应提升空间品质

4.2.1    关注多类型空间，保障防疫效果

面对突发疫情风险，加强空间规划建设保

障防疫工作开展。由模型可知，在防疫过程中，通

过对消极空间的利用等手段规划出有效的社区

公共空间，解决防疫过程中应急场所缺失的问

题；管控社区出入口数量，增设出入口检疫设施，

防止人员流动，减少疫情风险（见图9）；实行环

境改造策略，提升社区微空间环境品质和整体环

境特色，减少潜在疫情传播风险。疏通道路空间，

保障社区内防疫救援通道建设，保持道路畅通；

增加垃圾处理设施，减少病毒传播；有效发挥社

区医疗设施的作用，解决疫情初诊问题，避免人

群流动引发交叉感染，为防疫工作规避风险。

4.2.2    多部门联动治理，提升防疫效率

遵循政府防疫工作总体安排，发挥街道办

和居委会职能，健全突发公共卫生安全救援保

障机制；加强与应急管理部门沟通，组建大数据

信息平台监控疫情，并关注防疫过程中的民生

问题，为社区防疫保驾护航；积极联系医疗卫生

部门，寻求帮助并搭建社区临时医疗服务设施，

增强社区自我诊治功能，保障防疫医疗储备；加

强社区自组织功能建设，组建社区防疫志愿者

团队，密切关注防疫问题，提升救援效率；发挥

社区宣传部门职能，加强防疫宣传，告知正确的

防疫方法，减少居民恐慌。

4.3   疫后共同打造活力社区

4.3.1    居民参与，组织建设

社区是居民赖以生存的场所，居民参与是

当今社区治理的基本要求。在疫情防控工作中，

强化居民主体地位，使居民参与社区防控工作，

保障防疫机制推行，遵循社区防疫工作安排；加

强组织建设，发挥社区居民自组织委员会的作

用，增强社区治理水平和管理功能，增强社区治

理韧性；建设“智慧社区”，高效管理社区事务，

增强社区灾害应急能力；鼓励居民参与抗疫志

愿者团队，提升抗疫救援效率。

4.3.2   共同缔造，共建共享

在防疫过程中以共同缔造理念为主导发动

居民共同参与社区防疫，以“工作坊”为媒介，

发动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培育社区自治组

织，遵循共建共享机制，有序参与防疫工作；加

图6  社区空间环境问题分析

Fig.6  Analysis chart of community spati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社区道路交通及基础设施问题分析
Fig.7  Analysis chart of community road traffic and infrastructure problem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8  社区韧性提升策略图

Fig.8  Community resilience promotion strategy char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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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防疫宣传，举办社区防疫知识竞赛等活动，提

高居民防灾意识，促进社区疫后活力恢复。

5   结语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城市应急能力和

治理能力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城市面临疫情突

发灾害，社区作为城市居住基础单元，是防止疫

情传播的第一道屏障。疫情的防控也对社区的

应急能力、空间建设及治理水平提出巨大的挑

战，面对疫情风险及其他不确定灾害，社区的抵

御力、适应力及恢复力得到考验，如何化“被动

抵御”为“主动防御”，减少疫情对社区的影响

成为值得研究的方向。

本文收集整理有关社区韧性建设的影响

指标因子并进行归纳总结，结合疫情防控要求

构建出社区韧性指标框架，进而以“灾前—灾

中—灾后”为时间脉络相应构建出“疫前健康

风险预警—疫中规划建设响应—疫后社区活力

恢复”的社区韧性“W2R”模型，并系统阐述

模型的运作机制。以武汉市都府堤社区为例，从

图9  都府堤防疫空间规划分析图
Fig. 9 Analysis of spatial planning for Dufudi epidemic preven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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