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准先进性评价实施细则 

——监护型救护车配置规范 

1 范围 

本细则规定了监护型救护车配置规范标准先进性评价的总则、关键性指标的确定程序、评价实

施等方面的要求。 

本细则适用于对C监护型救护车配置规范标准开展先进性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31/T  1204—2020  标准先进性评价通用要求 

3 总则 

3.1 标准先进性评价的主要原则包括： 

a） 坚持对标国内领先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 

b） 坚持政府指导、市场主导和社会参与； 

c） 坚持系统性、科学性、独立性、公正性和规范性。 

依据DB31/T  1204—2020和本细则准对监护型救护车配置规范标准实施先进性评价。 

3.2 接受标准先进性评价的标准应： 

a） 关键性指标的参数或水平，在其所处行业中具有创新性、引领性，填补相关领域的国际或

国内空白，或显著优于同业水平； 

b） 制定程序和编写格式规范，内容完整； 

c） 实施取得成效，可包括： 

——被政府部门、国际贸易、检测机构、企业等实际应用； 

——降本增效、提高市场占有率，对产业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引领产业发展，被标准、法律法规、社会组织、科技论文等采用或引用。 

4 关键性指标 

4.1 确定程序 

标准先进性评价关键技术指标确定应按照以下程序开展： 

a） 梳理国内外相关标准，形成相关标准集合； 

b） 分析行业现状、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收集相关的指标要求，形成指标集合； 



c） 对比指标水平并汇总指标水平对比情况，若某项服务指标目前无国际标准、国内标准，应

选定国际和国内行业标杆； 

d） 征求行业协会、行业内企业、专业机构、供应商、消费者等意见，召开专家评审会，专家

组在指标池中确定引领市场和产业发展的关键性指标； 

e） 专家组根据指标水平对比情况以及行业发展情况，确定关键性指标的先进值和权重。 

注1：国际标准水平是指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最高水平。 

注2：国内标准水平是指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最高水平。 

4.2 内容说明 

4.2.1 安全 

确保车辆基本安全，对医疗舱内设安全提出明确要求。 

4.2.2 健康 

对医疗舱内设健康、环保、舒适提出了更具体要求。 

4.2.3 快速 

规定最大扭矩和额定功率值，确保急救更快速有效。 

4.2.4 急救装备 

配备更先进、更齐全的急救装备和诊疗设备。 

4.2.5 药品耗材 

更细化，急救药品更多样。 

4.2.6 信息采集 

配备生命体征、视频监控、信息集成等信息采集终端，便于大数据应用与精细化管理。 

4.2.7 信息传输 

提出保证远程信息传输及时、稳定的设备要求，确保及时将重患病人病情传送至医院，有助于

院前院内急救的紧密有效衔接。 

4.2.8 运行监控 

规定了车辆运行管理信息化要求，对视频监控设备的规定更具体，便于监控并存储病情及急救

情况，加强急救车辆过程智能管理。 

5 评价要求 

5.1 评价机构应依据表 1关键性指标先进基准值进行比对分析，并根据确定的权重进行评分，评

价总分 85及以上，评定结论为“具有先进性”。 



5.2 本细则由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组织制定。经“上海标准”评价委员会 2020年 9月 25

日审议后公布。 

表1 评价细则表 

一级指标 分项指标 先进基准值 权重 

关键性指

标 

（0.70） 

车辆性能 

（30%） 

安全 

（含车辆性能、

车内设计）

（30%） 

1类防抱死制动装置； 

内设边缘曲率半径不小于2.5mm； 

设置药械固定装置。 

0.063 

健康 

（含车内环境、

内饰材料）

（40%） 

健康：限时温控、消毒液； 

舒适：灯光可调； 

环保：改装内饰要求。 

0.084 

快速 

（30%） 

最大扭矩不小于240N·m； 

发动机额定功率不小于110kW。 
0.063 

药械配备 

（40%） 

药品耗材 

（50%） 
明确配置药品、耗材、急救药箱的清单。 0.140 

急救装备 

（50%） 

急救配备自动心肺复苏机、可视喉镜；诊疗设备配备血生化、

血气分析仪。 
0.140 

信息化 

（30%） 

信息采集 

（30%） 

支持3G以上的多种通信制式，支持主流运营商通讯模式；配

置用于远程信息传输、电子病历记录等设备。 
0.063 

信息传输 

（40%） 

配备卫星定位导航信息终端，具备定位信息上传、路径导航、

任务信息浏览、信息交互等功能。 
0.084 

运行监控 

（30%） 
至少3路高清视频监控以及硬件存储设备 0.063 

标准实施

成效 

（0.20） 

标准应用情况（40%）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2016年起全部按本标准配置救护车，截

至目前共有756辆。 
0.08 

实施效益情况（60%） 

与2015年相比，急救平均反应时间缩短近5分钟，心肺复苏

成功例数增加了103%；救治成功率稳步提升，病患满意度提

升。 

业内学术会专题介绍、国家部委和其它省市卫生部门40余家

同行来调研学习；在国内同行业内具有引领性和可推广性。 

0.12 

标准规范

性 

（0.10） 

标准制定（40%） 

按照上海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制定并发布实施，起草组构成

应具备广泛性和代表性，标准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了相关方

意见。 

0.04 

标准内容（50%） 
内容完整，包括服务质量、服务环境要求、服务人员要求、

服务设备设施要求等 
0.05 

标准格式（10%） 受评标准编写格式符合GB/T 1.1要求 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