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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级联盟胸痛救治单元常态化工作路径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中国急性心肌梗死救治面临的问题
e

Ø 患者延误

Ø 院前急救延误

Ø 院内救治延误

Ø 基层医院诊疗能力不足同时缺乏与大医

院之间的有效协作机制

对策

重塑救治体系，提升心梗救治效率

胸痛中心建设——将技术和体系整合提高急性心梗救治效率

以急性胸痛患者需要为核心建立区域协同救治体系

优化流程
整合资源
提高效率
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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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领导下
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和支持胸痛中心建设

• 2015年国家卫计委发布《提高心脑血管疾病急救能力建设的通知》

• 2017年国家卫健委发布《胸痛中心建设与管理指导原则》

• 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卫健委发布建设胸痛中心文件

• 国家卫健委将胸痛中心建设列入《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
（2018-2020年）的通知》

• 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健康中国
行动（2019—2030年）》，要求所有市（地）、县依托现有资源
建设胸痛中心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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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痛中心历经10年发展
建立政府领导、行业推动、医疗机构参与、社会支持的良好模式

2010.10

2016.7

2017.10
三年认证1063家胸痛中心

卫健委同意成立中国胸痛中心联盟

胸痛中心建设专家
共识发布，北京

2011.10

国内首个胸痛中心成立

2013.11

发布《中国胸痛中心认证标
准》（第一版）
启动中国胸痛中心认证工作

2015.11

发布《中国胸痛中心认证标准》
（第五版）《中国基层胸痛中心
认证标准》（第一版）
启动中国基层胸痛中心认证工作

成立胸痛中心总部

《胸痛中心建设与管理指导原则（试行）》出台

2019.7
2019.10

首届中国胸痛中心高峰论坛

2019.12

中国胸痛中心质控报告（2019）
发布并提交国家卫健委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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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胸痛中心认证
100%全覆盖

Ø 全国302个地市、州、地区至少有一家胸
痛中心通过认证，实现地市州90%覆盖

Ø 全国1427个县级市、县、自治县有胸痛中
心建设，实现县域78%覆盖

Ø 形成全国胸痛中心救治基本网络

胸痛中心建设数量和认证覆盖大幅增加
形成全国胸痛中心救治基本网络

时间：2016.8.31-20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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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痛中心-胸痛救治单元工作目前存在的不足

数据来源：中国胸痛中心质控报告2020

2020年STEMI患者来院方式显示呼叫120来院比例较低，S2FMC时间居高不下
需进一步提升公众健康意识、呼救能力，加强上下级医院转诊协作

STEMI患者来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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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痛救治单元是胸痛区域协同救治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 是胸痛救治网络的基础环节

• 是保障急性胸痛患者快速接诊、有效信息沟通和安全转运

工作的基础环节

• 是落实“三全模式”的终端落地，是标准版和基层版胸痛

中心的有效补充

胸痛救治单元建设意义及适用范围

胸痛救治单元建设意义 胸痛救治单元适用范围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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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痛救治单元的主要任务

Ø 快速接诊急性胸痛患者 

Ø 结合自身条件提供规范化基础诊疗 

Ø 与上级医院建立高效联络机制确保高危急性胸

痛患者及时转运  

Ø 负责本区内公众教育及患者康复管理
胸痛救治单元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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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 启动胸痛救治单元
建设方案拟定工作
2019.12 胸痛救治单元建设
方案汇报（执委会）
2020.3 经委员会专家视频会
讨论定稿

2020.4 发布了《胸痛救治单
元建设实施方案》

2020.6 胸痛救治单元开放注
册

2020.7 一个月注册达500家

2020.8 胸痛救治单元数据填
报平台上线

2020.9 省、地市级联盟管理
平台上线

~至今

胸痛救治单元注册达3700家 

3个省份及80个地级市发布救
治单元指导文件

50个地级市启动验收工作，
全国通过验收214家

胸痛救治单元建设初见成效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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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级市联盟是推动胸痛救治单元建设的主力军

积 极 和 当 地 卫 健 委 联 系 ， 推 动 卫 健 委 发 文 ， 鼓
励 建 设 胸 痛 救 治 单 元1

全 面 启 动 本 市 胸 痛 救 治 单 元 建 设 ， 动 员 各 胸 痛
中 心 单 位 开 展 帮 扶 建 设 并 参 与 统 一 数 据 管 理2

完 善 本 地 市 胸 痛 救 治 单 元 管 理 组 织 体 系 及 流 程 ，
做 好 审 核 及 验 收 工 作

3

地级市启动-建设-验收闭环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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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如何常态化开展胸痛救治单元工作？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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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两个“一公里”，成立工作小组

Ø 区域内疾病康复慢病管理

Ø 大众健康教育和筛查

Ø 基层医生培训管理

Ø 快速接诊急性胸痛患者 

Ø 结合自身条件提供规范化基础诊疗 

Ø 与胸痛中心建立联络机制高危急性胸痛患者及时转运  

胸痛救治起跑“第一公里”

胸痛康复管理“最后一公里”

社区卫
生服务
中心

胸痛救治单元

城市医院

县域医院

乡镇
医院

中心
卫生院

标准版胸痛中心
基层版胸痛中心

信息联动

3、胸痛中心联盟其他医疗机构的党委书记/院长
/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

统一认知
成立工作小组

1、胸痛中心联盟主席   
2、胸痛中心联盟牵头医院的党委书记/院长/副院长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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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和卫健委、卫健局联系，获得持续支持

1.广州市工作小组积极推动卫健委、区卫健局，按照中国胸痛中心联盟发布的

《胸痛救治单元建设方案》，发布本市的胸痛救治单元建设通知文件。

2.定期汇报工作进展，与卫健委的工作相结合，形成落地的推进计划，持续发

文动员所有胸痛中心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参与。

3.目前，广州市海珠区、白云区、荔湾区已启动胸痛救治单元建设。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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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和卫健委、卫健局联系，获得持续支持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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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建设目标和优化建设方案

（1）胸痛救治单元建设目标

（2）胸痛救治单元具体建设内容

（3）胸痛救治单元评价指标

（4）胸痛救治单元注册及审核操作手册

（5）救治单元建设相关工作咨询、协调人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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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建设目标和优化建设方案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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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区制宜分块展开建设

分区推进会

1.邀请区卫健局参加本区胸痛救治单元建设推进会
2.动员所有胸痛中心，引导推动各自网络医院注册并建设胸痛救治单元

海珠区胸痛救治单元启动会 白云区胸痛救治单元启动会 荔湾区胸痛救治单元启动会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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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区制宜分块展开建设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牵头启动广州市海珠区胸痛救治单元
建设，与23家基层单位签订救治单元合作协议，后续可以在社区建设
胸痛救治单元中进行深度学习交流。此举能更好的强化医联体合作，
充分利用优质医疗资源，建设全覆盖的区域协同救治体系。对于加强
基层医疗机构胸痛救治水平，规范区域胸痛中心建设有重要意义。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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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区制宜分块展开建设

    4月26日，广州市胸痛中心质量控制中心举办海珠区胸痛救治单元
建设情况汇报会；沙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南石头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龙凤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了建设汇报，同时在沙园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现场指导；更好地帮助正在建设申报的基层医疗机
构通过验收。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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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标准化建设工具包，做到五个统一

诊疗流程图 培训幻灯 宣教内容标识指引 胸痛时间管理表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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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线上线下结合开展专题培训

1.胸痛救治单元建设内容及流程     

2.急性胸痛心电图识别

3.急性胸痛快速转运机制                

4.急性胸痛鉴别诊断

5.规范化抗凝、溶栓                       

6.心肺复苏AED使用

培训内容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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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线上线下结合开展专题培训

培训形式

1.上级医院到院指导/集中培训

2.参与胸痛中心观摩、学习

3.院内组织培训，演练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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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6
胸痛救治单元推进会

       2020.07.10
胸痛救治单元建设培训会

    2021.4.26
胸痛救治单元推进会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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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全年验收批次，常态化开展建设-验收工作

成立验收专家小组

地级市自行制定专家小组入选规则
及职责管理，省级联盟审核

制定区域内救治单元验收批次
1.结合区域内救治单元申请数量等实际情
况，原则上每年2-4批次
2.每年度初向省级联盟汇报，审核通过后
向胸痛中心总部备案

信息化平台
备案成功后可向总部申请救治单
元管理平台账号，用于查看常态

化建设情况及验收操作

制定区域内救治单元验收标准
各省市依据总部的救治单元验收流程、
验收评分表模板制定符合当地情况的

验收标准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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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市级质控，强化数据填报和持续改进

1.需要将救治单元的质量控制纳入地级市联盟常态化工作，对通过验收

的救治单元进行数据抽查，制定奖惩措施

2.结合上级医院胸痛质控指标进行一体化管理，持续改进.对于长期没

有数据填报或实质救治和转运胸痛患者的单位红黄警告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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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级市联盟胸痛救治单元组织验收流程

1.地级市联盟规划年度认证批次及每批次认证计划时间节点

2.胸痛中心单位（救治单元签约上级医院）审核救治单元建设材料，通过

审核医院进入现场验收环节

3.地级市联盟组织胸痛救治单元专家对区域内救治单元单位进行现场验收

4.地级市联盟公布通过认证名单（向省级联盟/总部备案）并组织授牌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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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痛救治单元未来工作目标

2021年推动200
个地市联盟卫健委
发文

2021年突破
10000家救治单
元注册单位

最终实现10万
个乡镇覆盖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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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1.明确两个“一公里”，成立工作小组

2.积极和当地卫健委联系，获得持续支持

3.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建设目标和优化建设方案

4.因区制宜分块展开建设

5.通过地市联盟管理平台，了解区域建设情况

6.使用标准化建设工具包，做到五个统一

7.定期线上线下结合开展专题培训

8.制定全年验收批次，常态化开展建设-验收工作

9.结合市质控，强化数据填报和持续改进

地级市联盟
胸痛救治单元常态化
工作路径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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