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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急救中心、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强、郑志杰、吴仍裕、王雪梅、周大华、陈楷珠、乔莉、彭隆华、陈澄、吴

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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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急救培训基地建设与管理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众急救培训基地的建设要求和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深圳市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卫生人才培养机构承担的开展急救知识普及和

初级救护员培训的公众急救培训基地的建设和管理。由学校、其他企事业单位、团体等承担的公众急救

培训基地的建设和管理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众急救培训基地  first-aid training center for the public  

在市急救培训管理单位1）的指导下开展公众急救培训的机构。 

4 建设要求 

4.1 基本要求 

公众急救培训基地（以下简称“基地”）应满足以下要求： 

——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无违法违规记录； 

—— 经营（业务）范围包括公众急救培训。 

4.2 场地要求 

4.2.1 培训场地应至少包括以下功能区，且各区域应分区合理、界限清晰、相对独立： 

—— 教学用区域； 

—— 模型存储用区域； 

—— 办公用区域。 

4.2.2 有条件的基地除设置 4.2.1的功能区以外，还可设立急救体验区、展示区和学员休息区。 

4.2.3 教学用区域应符合以下条件： 

—— 宽敞、通风、明亮、布局合理，方便人员出入； 

—— 至少包括一间面积不低于 100 m²的教室； 

                                                             

1) 市急救培训管理单位由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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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教室有独立出入口，出入口的设置保证人流进出通畅、快捷。 

4.3 设施设备要求 

4.3.1 基地应至少配备以下设施设备或物品： 

—— 电子教学设备：满足培训课件展示、教学音视频播放等需求； 

—— 办公设备； 

—— 培训模型及设备； 

—— 录音录像设备； 

—— 应急医疗物品。 

4.3.2 培训模型和设备的配备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1 培训模型和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备注 

1  BLS心肺复苏训练模型人，成年模型 10个 

按照心肺复苏国际指南的标准制作：具备仿真的解剖

标志和电子显示；面皮及呼吸道可独立拆卸；模型使

用普通干电池，不需外接交流电源；只有正确做出压

额抬颌的仰头动作才可打开气管，正确通气可见模型

胸部起伏；准确的解剖标志和真实的按压手感。成人

模型至少应配备指示灯，最好有内置或外置的CPR质

量反馈电脑评价系统，可即时显示人工呼吸和胸外按

压的操作质量，支持统计分析并报告打印数据 

2  BLS心肺复苏训练模型人，婴儿模型 10个 

3  自动体外除颤器（AED）训练器 10个 

符合心肺复苏国际指南，用于真实模拟自动体外除颤

仪（AED）使用过程及声音提示，操作训练电击除颤

技术 

4  心肺复苏培训反馈系统 1套 
用于接收学员按压模型效果，可用于培训过程以及培

训考核 

5  呼吸面膜 100个 用于单人法的口对口人工呼吸训练，呼吸面膜和过滤

器，只需配置其中1种即可 6  过滤器 50个 

7  呼吸面罩 若干 教学展示用 

8  异物卡喉模型 2个 教学展示用 

9  

外伤包（每组一份） 

三角巾 6条 

用于外伤的止血包扎训练环节 
10  绷带 6卷 

11  纱布 10包 

12  手套 10双 

13  止血带 5～6个 教学展示用，可根据需求选择配置的款式 

14  伤情化妆包 1个 包含红、蓝油彩各1份、人工血浆1瓶、喷雾瓶1个 

15  瑜伽垫 10个 — 

16  椅子 50把 — 

4.3.3 录音录像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 安装在教学用区域，能录制培训现场的全貌； 

—— 录制的图像和声音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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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人员配备要求 

4.4.1 基地应至少配备以下人员： 

—— 负责人 1名，统筹管理基地各项工作； 

—— 管理人员 1名，负责基地教学质量把控、设施设备维护、档案管理； 

—— 导师 6名，具体包括 1名主讲导师、5名辅训导师，负责基地培训工作的开展。 

4.4.2 基地管理人员应为全职工作人员，且毕业于医学相关专业。 

4.4.3 各级导师应按市急救培训管理单位的要求取得相关资质。 

4.5 制度建设要求 

基地应至少建立以下规章制度： 

—— 诚信守诺制度。包括诚信的内容、承诺的形式以及诚信守诺的落实等规定； 

—— 培训管理制度。包括培训课程管理要求、考核要求、教学质量评估的周期、方法和结果管理

等要求； 

—— 培训导师管理制度。包括培训导师教学能力、培训质量、职业道德、廉洁自律等要求； 

—— 学员管理制度。包括学员档案管理建立与管理等要求； 

—— 学员投诉受理制度。包括投诉的方式、投诉的受理、处理结果和处理时限等要求； 

—— 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包括固定资产使用、维护等要求； 

—— 安全管理制度。包括基地安全管理要求和突发事件2)的应急处理要求等。 

5 管理要求 

5.1 导师管理 

5.1.1 基地聘用的导师应符合 4.4.3的要求。 

5.1.2 导师应定期参与市急救培训管理单位的培训和年度的导师考核。 

5.1.3 导师应按基地培训课程安排要求履行相应的教学职责，教学职责包括： 

—— 培训前准备培训资料； 

—— 学员考勤记录； 

—— 学员培训期间安全教育； 

—— 学员授课；  

—— 学员考核。 

5.1.4 基地每年应对导师教学工作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 教学能力； 

—— 教学成效； 

—— 职业素养。 

5.2 教学管理 

5.2.1 教学前 

5.2.1.1 每期培训开始前应确定开展的培训课程类别，培训课程类别分为以下两种：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事件包含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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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及类培训：普及公众急救知识； 

—— 救护员培训：培训初级救护员。 

5.2.1.2 确定培训课程类别后，基地应向市急救培训管理单位提交培训申请，申请培训课程使用权，

申请通过后采用市急救培训管理单位指定的培训教学资料包括：教学大纲、培训教材、导师手册、学员

手册、学员签到表、导师签到表等。 

5.2.1.3 培训申请应包括当期培训课程、培训时长、培训目标、培训人数、导师配备、设施设备。 

5.2.1.4 应对报名培训课程的申请人的条件进行审核，确认是否满足培训课程报名条件。 

5.2.1.5 救护员培训满足以下要求： 

—— 采用小班制分组教学，每个培训班学员不宜超过 50人，每组最多 10名学员。 

—— 1 名辅训导师培训学员数量不应超过 10名； 

—— 设施设备配置应满足培训课程的要求。 

5.2.2 教学中 

5.2.2.1 应按照市急救培训管理单位要求的课程类别、课程内容、培训方式、培训时长等进行课程培

训。 

5.2.2.2 教学过程中应按市急救培训管理单位的要求将教学过程通过录音录像设备记录下来并保存。 

5.2.3 教学后 

5.2.3.1 通用要求 

5.2.3.1.1 培训结束后，应收集学员反馈意见，由学员完成课程评价。 

5.2.3.1.2 应建立培训课程档案，每期培训结束后将培训相关材料归档管理。 

5.2.3.1.3 应归档的材料至少包括： 

—— 学员签到表； 

—— 导师签到表； 

—— 学员课程评价表。 

5.2.3.1.4 救护员培训课程归档材料除 5.2.3.1.3 外，还应包括学员理论考核成绩表。 

5.2.3.1.5 档案保存形式可采取纸质或电子形式，保存期限不少于 2年。 

5.2.3.1.6 应在培训结束后一周内将教学录音录像资料提交至市急救培训管理单位。 

5.2.3.2 普及类培训 

培训结束后，应为学员颁发结业证明。 

5.2.3.3 救护员培训 

5.2.3.3.1 培训结束后，应对学员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应符合市急救培训管理单位的相关要求。 

5.2.3.3.2 考核内容应包括以下两方面： 

—— 理论； 

—— 技能。 

5.2.3.3.3 考核结束后，应将通过考核的学员资料报送至市急救培训管理单位，市急救培训管理单位

审核通过后，为考核合格的学员颁发培训证书。 

5.2.3.3.4 应做好培训证书发放记录，确保记录清晰、留存完整。 

5.2.3.3.5 学员培训证书遗失或损毁的，由基地报送至市急救培训管理单位进行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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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3.6 应为参加培训的学员建立档案，档案内容应至少包含学员登记表、培训记录和结业考试成

绩单。档案保存形式可采取纸质或电子形式。 

5.2.3.3.7 应妥善保管学员档案，保留时间不少于 2年。 

5.3 场地管理 

5.3.1 整体环境保持干净整洁，有专人负责卫生管理，定期进行卫生检查。 

5.3.2 垃圾应按要求进行分类收集和转运，每日清理。 

5.3.3 卫生间保持清洁，无异味。 

5.4 设施设备管理 

5.4.1 应建立设施设备管理台账，登记设施设备借用、归还信息。 

5.4.2 基地应按要求对各类设施设备进行日常检查和定期保养、清洁、消毒，确保设施设备状况良好、

运行正常，如有故障或损坏应及时修复、更新；针对培训耗材，基地应具备一定的储备量。 

5.4.3 应建立设施设备维护档案，记录设施设备维护、保养和更新信息。 

5.5 安全管理 

5.5.1 安全设施、设备齐全、有效。 

5.5.2 应明确安全责任人，保障人员、场所和设备的安全。 

5.5.3 应定期进行安全检查，排查安全隐患，确保消防、防盗等设备齐全、有效。 

5.5.4 应建立安全工作档案，记录日常安全检查工作。 

5.5.5 应对培训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定期进行系统识别、评估，发生风险时应及时处置整改。 

5.5.6 应制定突发事件处理预案，定期举行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5.5.7 紧急出口标志应清晰醒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