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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

为推进加速康复外科发展，进一步提高外科诊疗规范化

水平和诊疗效率，保障患者医疗安全，我委决定于 2019—

2020 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加速康复外科试点工作。现将《加

速康复外科试点工作方案（2019—2020 年）》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结合

实际认真组织实施，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开展。有关工作请及

时与我委联系。

联系人：医政医管局医疗管理处 贾晨光、王曼莉

联系电话：010-68792200、68792733

传 真：010-68792206

电子邮件：ylglc@nhc.gov.cn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2019 年 11 月 15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mailto:ylglc@nhc.gov.cn


加速康复外科试点工作方案

（2019—2020 年）

为指导各地科学建立推广加速康复外科诊疗模式，进一

步优化外科诊疗模式，提高外科诊疗效果和医疗服务效率，

保障医疗质量和安全，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19—2020 年，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一定数量的医院开展

加速康复外科试点（以下简称试点医院）。通过开展试点工

作，发挥试点医院的带动示范作用，以点带面，逐步在全国

推广加速康复外科诊疗模式，提高诊疗效果和医疗服务效

率，提升医疗资源利用率，改善患者就医体验，进一步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

二、试点范围

在具有相关专科的三级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首先选择

骨科开展试点工作，并逐步扩大试点专科及病种范围。

三、组织管理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负责试点工作的组织和管

理，制定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成立加速康复外科专家委员

会骨科专家组（以下简称专家组，专家组办公室设在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组织试点医院审核认定和指导评估等工作。

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委托，专家组负责试点工作的具体实

施，制定相关培训材料并组织培训；协助对试点医院申请单

位进行技术审核和指导，开展相关工作信息分析和评估等。

日常工作由专家组办公室承担。

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和指导辖区内试点

相关工作。

四、试点内容和要求

试点医院重点要将加速康复理念融入有关疾病的诊疗，

建立加速康复外科诊疗流程和制度规范，加强对医务人员和

患者的宣教，提高诊疗水平和效率。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建立加速康复外科标准化操作流程。结合医院工

作实际，制定加速康复外科工作制度和加速康复外科各病种

标准化诊疗流程，保证医疗效率和质量。

（二）提高加速康复外科诊疗水平。严格执行相关病种

诊疗规范、临床路径和技术操作规程，加强外科、内科、麻

醉科、输血科、手术室、临床营养、康复医学等相关专科建

设，不断提高加速康复外科诊疗能力和医疗服务水平。

（三）加大加速康复外科管理力度。成立加速康复外科

工作委员会，建立监督管理和质控评价机制，定期对医院加

速康复外科工作情况进行检查，对相关科室开展医疗质量控

制和评估评价，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反馈，督促整改，持续改



进提高工作质量。

（四）加强对医务人员和患者的宣教。制定有针对性的

培训计划，组织开展加速康复外科知识的系列宣教活动，提

高医务人员和患者对加速康复外科重要性和积极意义的认

识，推动试点工作顺利开展。

五、实施步骤

（一）筹备启动阶段（2019 年 12 月前）。

1.国家卫生健康委成立专家组，制定印发试点工作方

案。

2.请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根据试点方案要求，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前推荐辖区内至少 3 家符合基本要求（见附件

1）的医院，并将推荐医院名单和体现医院有关情况的书面

材料以纸质和电子邮件形式报送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

局。

3.专家组对各地推荐医院的材料进行审核，于 12 月底

前将审核结果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1 月）。

1.印发试点医院名单，各试点医院按照试点方案要求开

展工作。

2.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辖区内试点工作进行指导。

3.国家卫生健康委按照本方案和质量控制指标（见附件

2）组织对试点医院进行指导和定期评估。



4.根据试点进展情况，适时组织开展其他专科加速康复

试点工作。

（三）总结评估阶段（2020 年 12 月）。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对本辖区试点工作进行自

评估；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对全国试点工作进行总结评估，

宣传和推广先进典型和经验，在全国推广可复制的模式。

六、工作要求

（一）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从推动医疗服务高质量

发展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高度，充分

认识开展加速康复外科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协

调相关部门为试点工作提供收费、医保报销等政策支持。

（二）鼓励试点医院创造性地开展试点工作，探索符合

本院特点的加速康复外科长效机制。试点工作各项诊疗活动

要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严格执行有关诊疗指南、技术操

作规范等，确保医疗质量安全。

（三）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评估

和指导，及时发现并解决试点医院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专家

组要加大技术支持指导力度。国家卫生健康委适时组织试点

工作督导，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附件：1.加速康复外科试点医院基本要求



2.加速康复外科质量控制指标

3.国家卫生健康委加速康复外科专家委员会骨

科专家组名单

附件 1

加速康复外科试点医院基本要求

一、基本条件

（一）三级综合或专科医院。

（二）设置与外科治疗相关的诊疗科目。

（三）对拟开展加速康复外科试点的病种具有较高的诊

疗水平，具有较强的内科、药学、医学影像、检验、病理、

输血、营养等专科支持能力。

二、组织管理

（一）成立由医院分管院领导负责，相关科室和管理部

门参与的加速康复外科试点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

医院加速康复外科日常管理和运行。

（二）成立一个或多个加速康复外科专家团队。

（三）建立肿瘤加速康复外科工作制度、操作流程、诊

疗规范等工作文件，制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岗位职

责。



三、服务要求

（一）医院应当将加速康复外科试点工作作为提升医疗

质量效率、促进患者安全和改善医疗服务工作重点积极推

进，提供必要的资金、人员和硬件设备设施支持，保证试点

顺利运行。

（二）将相关病种患者纳入加速康复外科试点范围，并

积极推广加速康复外科理念，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医院结合管

理水平和诊疗能力实际开展加速康复外科工作。

（三）建立加速康复数据库，及时登记试点病例资料，

包括基本信息和诊疗、管理、随访情况等信息，并根据收集

的信息，定期开展效果评估，总结完善管理制度和技术规范，

提高加速康复外科能力水平。

附件 2

加速康复外科质量控制指标

一、诊疗规范性指标

（一）诊断规范性。

（二）医学影像检查规范性。

（三）医学实验室检查规范性。

（四）其他特殊检查规范性。



（五）手术质量规范性。

（六）药物治疗规范性。

（七）输血、营养支持治疗规范性。

（八）康复治疗、护理规范性。

二、治疗效果指标

（九）手术患者治愈率。

（十）围手术期死亡率。

（十一）非计划二次手术发生率。

（十二）手术输血率及输血量。

（十三）医院感染发生率。

（十四）手术切口感染率。

三、卫生经济学指标

（十五）次均住院费用、费用构成及变化（按病种统计）。

（十六）平均住院日及变化（按病种统计）。

四、试点工作情况指标

（十七）试点病种病例数量和占比。

（十八）试点方案执行情况评估。

（十九）病例数据库建立及运行情况。

附件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加速康复外科专家委员会

骨科专家组名单

组 长：邱贵兴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协和医院骨科

教授

副组长：裴福兴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骨科教授

成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马信龙 天津医院骨科教授

孙天胜 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骨科教授

李建民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教授

李淳德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教授

杨惠林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教授

吴新宝 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教授

余 斌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骨科教授

沈建雄 北京协和医院骨科教授

张长青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教授

张先龙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教授

邵增务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骨科教授

金群华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骨科教授

周宗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骨科教授



姜保国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科教授

钱齐荣 上海海军医科大学长征医院骨科教授

翁习生 北京协和医院骨科教授

唐佩福 解放军总医院骨科教授

曹 力 新疆医科大学附院骨科教授

屠重棋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骨科教授

雷光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