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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车配置与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2024.4.11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医疗急救体系建设，规范救护车配置、

使用、监督管理工作，维护救护车使用的严肃性，保障医疗急救

和交通安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太原市医疗急救服务

条例》《机动车登记规定》《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救护车，主要指医疗卫生机构用于日常

院前医疗急救、转运伤病员、处置紧急疫情、突发事件紧急救援

现场处置、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处置、重大活动或特殊事件医疗保

障以及运送血液、疫苗等特殊物品的专业特种车辆。

医疗卫生机构在太原市行政区域范围内配置、使用救护车，

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制定救护车配置标准、开

展救护车配置审查等管理工作；市、县（市、区）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行政区域内救护车监督管理工作；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审核同意的救护车办

理车辆登记业务，负责救护车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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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配置与使用救护车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是救

护车管理的责任主体。

第二章 分类及装备标准

第五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救护车》

（WS/T292-2008），结合太原市实际，救护车分为下列类型：

（一）普通型救护车（A 型）：为基础处理、观察和转运轻

症病人而设计和装备的救护车。

（二）抢救监护型救护车（B 型）：为救治、监护和转运急

危重症病人而设计和装备的救护车。

（三）防护监护型救护车（C 型）：为救治、监护和转运传

染性病人装备的救护车。

（四）特殊用途型救护车（D 型）：为特殊用途设计和装备

的救护车，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卫生应急专业型救护车：主要用于卫生应急队伍现场检测、

卫生防疫、应急指挥、应急保障，转运本单位病人，巡回医疗等，

配备相应的专业设备和应急保障装备。

2.疫苗运输型救护车：主要用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疫苗运输。

全密封货厢，货厢内有专用制冷包和专用制冷系统，用于存放疫

苗、药品。

3.血液等特殊物品运输救护车：主要用于血液或特殊医疗卫

生相关物品运送，需配备专业运输设备。

第六条 本市救护车根据具体用途分为院前急救救护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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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医疗转送服务救护车、其他用途救护车。

（一）院前急救救护车参照 A、B、C 型救护车配置，车载医

疗设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

（二）非急救医疗转送服务救护车参照 A、B、C 型救护车配

置，车载医疗设备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进行调整。

（三）其他用途救护车参照 D 型救护车配置，装备标准按照

相关规定及实际工作需要进行装备。

第七条 本市救护车车身外观具体按照《太原市救护车外观

制式规范》执行（见附件 3）。

救护车设计、性能、功能、电气要求、整车、医疗舱以及所

配置的医疗设备等应符合国家救护车卫生行业标准和国家卫生

健康委应急装备参考标准，并根据工作需要和行业发展及时更新

调整。

第三章 配置标准

第八条 救护车作为特种车辆，除非急救医疗转送服务救护

车外，本市对救护车配置实行总量控制制度，遵循分类管理、合

理配置的原则。救护车数量增长应当合理、有序，满足医疗卫生

服务需求。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按照区域人口状况和医疗卫生机

构的功能划分，设置医疗卫生机构救护车分类配置标准。

第九条 院前急救救护车仅限院前急救服务机构配置和使

用，用于日常院前急救服务、转运伤病人员、突发事件紧急医疗

救援和重大活动或特殊事件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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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院前急救救护车配置应当综合考虑本市人口状况

和医疗救护服务需求等因素，依据最短急救半径、最快反应时间

的原则，按照每 3 万常住人口配置 1 辆院前急救救护车，负压救

护车配置比例不低于 40%，根据城市发展和工作需要调整。

古交市、清徐县、阳曲县、娄烦县根据区域人口的 300%估

算人口基数，再按照每3万人口1辆的标准配备院前急救救护车。

市级院前急救服务机构可以配置 1—2 辆应急指挥车，2 辆

应急保障型救护车。

第十一条 非急救医疗转送服务救护车仅限开展非急救医

疗转送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按有关规定配置和使用，用于日常非

急救医疗转送服务、社会活动医疗保障以及根据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调派承担医疗卫生保障等任务。

第十二条 其他用途救护车仅限开展卫生应急队伍现场检

测、卫生防疫、应急指挥、应急保障，转运本单位病人，运送疫

苗、血液、器官、标本，巡回医疗以及根据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调

派承担医疗卫生保障等任务。

非紧急情况或未经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不得用于开展院

前急救服务，不得用于向社会开展非急救医疗转送服务工作。

第十三条 其他用途救护车原则上由其他医疗卫生机构按

照以下标准配置和使用：

（一）编制床位少于 100 张的医疗机构原则上不配置救护车，

编制床位在100张以上200张以下的医疗机构可配置1辆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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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床位在200张以上的医疗机构按照每200张床位配置1辆救

护车，但总数不超过 4 辆。

（二）承担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可配置 1 辆救护车。乡镇中心卫生院根据工作需要，可增

加 1 辆救护车。

（三）承担了产儿危重症救治的妇幼机构可在编制床位数配

置基础上增配 1—2 辆抢救监护型救护车（B 型）用于母婴急救

转运。

（四）学校内设医疗机构可按照每 1 万—2 万师生人数配置

1 辆救护车。

（五）机场按照国家标准《民用运输机场应急救护设施设备

配备》相关要求配置救护车。

（六）卫生应急队伍依托承建单位可依据其职能、承担任务、

相关装备标准适当增配相应型号救护车。

（七）疾病预防控制、采供血等其他医疗卫生机构根据职能

和任务，按照保障工作所需、厉行节约的原则，合理配置相应种

类、相应数量的救护车。血液运送型救护车仅限采供血专业机构

配置和使用，用于血液运送。

第四章 配置审核程序

第十四条 本市医疗卫生机构及开展非急救医疗转送服务

工作的医疗机构新增、更新、报废救护车，应到市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办理配置申请；县级医疗卫生机构配置救护车，由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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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统一向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办理；院前急

救服务机构配置救护车，由太原市急救中心统一向市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办理。

医疗卫生机构办理救护车配置申请时，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太原市救护车配置申请表》（见附件 1）；

（二）法人证书副本或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属于医疗机构

的还需提供《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三）车辆合格证及购置发票复印件。

（四）更新车辆的，提供旧车《机动车注销证明书》《报废

汽车回收证明》复印件。

第十五条 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在正式受理之日起 15 个工

作日内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出具《太原市救护车配置通知单》

（见附件 2）；不符合条件的，告知理由。

第十六条 医疗卫生机构凭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出具的《太

原市救护车配置通知单》等有关材料，到当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办理车辆登记相关手续。

第十七条 救护车不得任意转让。如因特殊情况确需转让或

调拨的，受让方应为符合救护车配置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按照

本办法规定办理救护车配置相关手续，并到当地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办理转让登记。

第十八条 医疗卫生机构在注销前，应及时到当地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救护车注销登记手续，并向所属卫生健康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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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报备。

第十九条 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建立全市救护车信息化管

理平台，将救护车的信息全部录入平台，并向社会公布，接受公

开查询。医疗卫生机构在新增、更新、报废救护车后，应在 5 个

工作日内向平台上传相关数据。

本市将逐步推进平台信息与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互联

互通，实现救护车配置、使用情况、使用期限及违法记录等信息

及时更新。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救护车属于严格控制的特种车辆，救护车使用单

位须严格服从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监

督管理。救护车原则上应在机动车号牌归属地开展医疗服务，不

得私自到外省、市长期从事医疗服务，不得由无关人员驾乘救护

车，不得私自改装、出借、借用、转卖、转让、调拨救护车或挪

作他用，不得使用已注销机构救护车。

第二十一条 救护车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救护车管理制

度，定期对救护车的车况、设备、药品进行检查，并按照有关规

定和实际需要，进行清洗、消毒和更新。

第二十二条 救护车执行任务时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使用警灯警报器。

第二十三条 除非急救医疗转送服务救护车外，其他救护车

原则上不得进行跨市转运，执行跨市紧急救护任务或政府指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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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的救护车除外。

第二十四条 救护车要保持车况良好、车身整洁，禁止利用

救护车发布或变相发布医疗广告。除院前急救救护车外，其他救

护车辆不得喷涂“120、急救中心、蓝色生命之星、急诊”等与

院前医疗急救相混淆的标识和颜色。

“120”号码是院前急救唯一特服呼叫号码，未经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批准，任何医疗机构不得擅自在救护车上设置或喷涂任

何其他形式的急救电话。

第二十五条 救护车驾驶员需取得相应准驾车型驾驶资格

并具有 3 年以上驾驶经历，上岗前还应进行相关规章制度、院前

基本知识等培训，经考核合格后上岗。救护车使用单位应当定期

对驾驶员开展心理干预管理。

根据院前急救服务需求，在执行院前急救和运送伤病员任务

时，随车人员应包括医生、护士、担架员及驾驶员等。

第二十六条 院前急救救护车应当安装院前急救调度指挥

信息系统终端，接入全市统一的调度指挥信息系统，接受 120 调

度指挥中心统一调度指挥。

紧急情况下，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统一调度指挥全市院前急

救救护车及卫生应急救护车。

第二十七条 院前急救医疗服务收费严格执行本市医疗服

务价格标准，严禁擅自提高收费标准、重复收费。

非急救医疗转送救护车项目收费标准按相关法律法规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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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医疗机构应当做好宣传引导，引导公民知晓救

护车相关政策，主动选择正规救护车辆。同时要加强日常管理，

制止非法营运救护车进入医疗机构从事相关活动，及时清理非法

营运救护车发放的宣传材料，收集相关信息向有关行政部门举报。

第二十九条 加强部门联动，开展救护车使用情况检查，对

违反救护车管理使用规定的，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者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进行处罚。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督促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等开展工作，对不按规定使用救护车的医疗卫生机构进

行严肃处理，对涉及违法的单位或个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查处非法套牌、改装或仿冒、盗

用救护车外观标识及安装使用标志灯具、警报器等违反道路交通

安全法规规定的车辆。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太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太原市公安局

按照各自职责分别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4年 4月 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

附件：1．太原市救护车配置申请表

2．太原市救护车配置通知单

3．太原市救护车外观制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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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太原市救护车外观制式涂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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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太原市救护车配置申请表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执业许可证编号 统一社会信用社会码

机构等级 级 等 未定级□ 编制床位数

机构分类
公立医院□ 社会办医院□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共卫生机构□ 院前急救服务机构□ 非急救转送服务机构□

已配置车辆情况

无□

有□，共 辆

1.院前急救救护车 辆，其中：A型 辆、B型 辆、C型 辆

2.非急救医疗转送救护车 辆，其中：A型 辆、B型 辆、C型 辆

3.其他用途救护车（D型） 辆（卫生应急 辆、转运本院病人 辆、

疫苗运输 辆、血液及特殊医疗卫生物品运输 辆、巡回医疗 辆）

拟申请配置救护车 新增□ 更新□ 报废□

拟申请配置

车辆分类

1.院前急救救护车□ （A型□、B型□、C型□）

2.非急救医疗转送救护车□（A型□、B型□、C型□）

3.其他用途救护车（D型）（卫生应急□ 转运本院病人□ 疫苗运输□

血液及特殊医疗卫生物品运输□ 巡回医疗□）

院前急救车编号 太原市急救中心统一编号：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配置(新增、更新、

报废)救护车理由

公 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县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意见

公 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配置非急救医疗转送救护车须为非急救医疗转送服务机构，仅县级医疗机构须填写县级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初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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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太原市救护车配置通知单

并卫车字〔20XX〕 号

（救护车备案单位）：

根据相关规定，同意你单位申请配置（新增□、更新□、报

废□）壹辆 类型救护车，车辆使用性质为救护，用

途分型为：院前急救救护车□、非急救医疗转送救护车□、其他

用途救护车（卫生应急□、转运本院病人□、疫苗运输□、血液

及特殊医疗卫生物品运输□、巡回医疗□）。车辆编号为：院前

急救 、非急救医疗转送 。

请凭本通知单于 年 月 日前到当地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办理车辆登记相关手续。

救护车具体信息如下：

厂牌型号：

发动机号：

车 架 号：

太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通知单一式三份，分别由备案单位、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存档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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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太原市救护车外观制式规范

一、院前急救救护车外观制式涂装规范

（一）车身外观制式采用白底，由“120”“太原”“紧急医

疗救援中心”的中英文识别字等要素构成。

（二）车身正面使用“120”“太原”“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和机盖红长标识。

（三）车身两侧上部使用“感谢您为生命让路”和两边红线

标识，车门使用“太原急救中心”中英文字体和中间腰线标识。

（四）车身后侧上部使用“感谢您为生命让路”和两边红线

标识，车门上使用“急救”“120”及中间腰线标识，后侧玻璃可

以使用“红心白十字”或“蓝色生命之星”标识。

（五）车顶使用“太原”“120”标识。

二、非急救医疗转送服务救护车外观制式涂装规范

（一）车身外观统一为蓝白色，以“太原非急救医疗转送服

务车”为统一标识，同时标有“单位名称”“呼叫电话”。

（二）车身正面上部使用“呼叫电话”，正面（引擎盖）使

用“太原非急救医疗转送服务车”字样标识。

（三）车身两侧上部使用“太原非急救医疗转送服务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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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长线标识；车身两侧使用“监督电话”“呼叫电话”“非急救

医疗转送服务单位标志”以及“非急救医疗转送服务单位简称+

非急救医疗转送服务”中文字体标识；车身尾部使用“市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统一车辆编号”标识；车门使用“非急救医疗转送服

务单位标志及全称”标识。

（四）车身后侧上部使用“太原非急救医疗转送服务车”标

识，车门上使用“监督电话”“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统一车辆编

号”及中间腰线标识。

三、其他用途救护车外观制式涂装规范

（一）车身外观制式采用白底，由“红心白十字”、红色行

楷识别字等要素构成。

（二）车身正面（引擎盖）使用简化的“红心白十字”图案。

（三）车身两侧上部标识红色行楷识别字，依据具体用途喷

涂“卫生应急队伍现场检测、卫生防疫、应急指挥、应急保障，

转运本单位病人，运送疫苗、血液、器官、标本，巡回医疗”等

相应标识；车身两侧使用红色行楷识别字，标识“机构名称及标

志”；车门使用“红心白十字”图案及“中国卫生”中英文标识。

（四）车身后侧标识红色行楷识别字，依据具体用途喷涂“卫

生应急队伍现场检测、卫生防疫、应急指挥、应急保障，转运本

单位病人，运送疫苗、血液、器官、标本，巡回医疗”等相应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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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四、涂装要求

（一）涂装过程中，在保证整体效果一致的前提下，可对外

观制式的组成要素按比例缩放，使之与车身协调。具体车型的涂

装尺寸由汽车生产企业按涂装示意图完成。

（二）车身外观涂装应采用符合 GB/T18833—2002 要求的三

级以上（包括三级）反光膜；材料户外耐久性应在 5 年以上。

（三）除院前急救救护车外，其他救护车辆不得喷涂“120、

急救中心、蓝色生命之星、急诊”等与院前医疗急救相混淆的标

识和颜色。



院前急救救护车外观制式涂装规范

太    原120
感谢您为生命让路

太 原 急 救 中 心
TAIYUAN AMBULAMVE

感谢您为生命让路

急  救 120

太
   原
120

太
   原

1
2

0

➀材料:红色莹光红,蓝色莹光蓝;使用字体:行楷.

➁车辆正面:机盖红长��cm、宽��.�cm;中间文字全长���cm、高��.�cm、体弧高�cm;上方文字全长��cm、高��cm.

➂车辆侧面:腰线全长���cm、前宽�cm、后宽��cm;中间中文高��cm,英文长��cm、高�cm;上方前红条长��cm、宽

��cm;上方文字长���cm、高��cm;上方后红条长��cm、宽��cm.

➃车辆背面:中间腰线全长���*�=��cm,宽��cm;中间文字高��cm;上方两边红长��cm、宽��cm;中间文字全长

���cm、高��cm.

➄车辆顶部:文字高��cm,总长��cm.

注：



太原非急救医  疗转运服务车

监督电话 统一车辆编号
TYFJJ23001

呼叫电话

统一车辆编号TYFJJ23001

太原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车

非急救单位标志及全称

非急救单位
标志

呼叫电话 监督电话

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非急救单位简称

非急救医疗转送服务救护车外观制式涂装规范

➀材料:蓝色莹光蓝(参考印刷色C:���,M:��,Y:�,K:�),红色(参考印刷色C:�,M:���,Y:���,K:�);使用字体:方正大黑.

➁车身颜色：白色.

➂车辆正面:呼叫电话全长��cm、高��cm;中间文字全长��cm、高��cm、体弧高�cm.

➃车辆侧面:上方文字全长���cm、高��cm;两侧字体全长���cm、高��cm,“呼叫电话”全长���cm、高��cm,标志

��cm*��cm;编号全长��cm、高�cm;前车门中文全长��cm、高�cm,标志��cm*��cm.

➄车辆背面:上方字体全长��cm、高��cm;编号全长��cm、高��cm;“监督电话”全长��cm、高��cm;腰线全长

���cm、高��cm.

➅统一车辆编号: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统一编号.

注：



其他用途救护车外观制式涂装规范

车 辆   用 途

车 辆 用 途

机 构 名 称 及 标 志

中国卫生
CHINA HEALTH

➀材料:红色莹光红;使用字体:行楷.

➁车辆正面:机盖标识��cm*��cm.

➂车辆侧面:标识��cm*��cm;中间中文高��cm;上方文字长���cm、高��cm.

➃车辆背面:文字长��cm、高��cm.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