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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

配置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市爱卫办、卫生健康委、红十字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

述，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健康安徽 2030”规划

纲要》有关要求，加快提升全省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以下

简称 AED）配置管理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现就加强公共场所 AED 配置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提高 AED 配置管理重要性认识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突发心脏骤停事件屡有发生。

AED 作为便携式急救设备，对于提高院外心脏骤停院前心肺复

苏率和院内抢救成功率，减少病人死亡率具有重要意义。各地要

切实提高认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

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强化做好公共场所

AED 配置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拓宽设备购置资金渠道，

补齐公共场所配置短板，推进急救知识技能普及，全面提升社会

急救能力，为健康安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二、强化公共场所 AED 配置管理



（一）加强 AED 配置规划。根据辖区院外心脏骤停发生率、

人口数量及密度、辖区面积、公共场所数量及类别等因素，科学

规划公共场所 AED 配置，原则上配置比例达到每 10万人 10 台。

优先在城市轨道交通、长途汽车、铁路列车、飞机以及交通场站，

大型企事业机关单位、工厂车间、城市广场、养老机构、社区、

体育和文化娱乐场所、大型商超、酒店、旅游景点、学校、幼儿

园等人员流动量大、意外发生率高、环境相对封闭，或发生意外

后短时间内无法获得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的公共场所和警车、消防

车等应急载具内配置 AED，逐步推进配置工作。

（二）统一 AED 设置规范。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共场

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指南（试行）》要求，统一 AED 标识、包

装内基本配置、保护外箱或机柜以及安装位置设置规范。推动利

用信息化技术建立 AED 地图，通过地图软件、小程序、皖事通

等自动定位、更新、显示和导航周边地区的 AED，为公众提供

更加准确的 AED 地理位置服务。鼓励将公共场所 AED 地图接入

120急救指挥调度平台，实现社会急救与专业急救有效衔接、协

同联动。

（三）做好 AED 管理维护。每台 AED 设置场所要有专人负

责，对 AED 设备状态、耗材状态及效期、位置及剩余使用年限、

急救物品效期、机箱耗材、机箱位置、机箱电量、通讯日志、标

志标识等进行日常巡检，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确保设备紧急时刻

能取可用。鼓励利用物联网技术建立远程管理系统，对 AED 运

行和维护保养实行实时监控管理。



三、加强组织保障

（一）强化责任落实。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要进一步健全“政

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倡导公益”工作机制，制定公共

场所 AED 配置规划，指导相关单位做好设备配置管理工作。卫

生健康部门要组织专家提供相关技术支持，推动 AED 配置与院

前医疗急救服务相衔接。红十字会要按照法定职责向公众提供

AED 使用及相关急救技能培训，倡导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开展捐赠等活动。AED 配置单位要派专人定期检查设备情况，

开展维护保养，确保设备正常工作。

（二）强化宣传发动。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及时主动公

布公共场所AED分布信息。将AED急救科普融入爱国卫生运动，

利用爱国卫生月、世界红十字日、世界急救日、国际志愿者日等

重要时间节点，以及健康中国行动知行大赛家庭专场、安徽省新

时代健康科普作品征集大赛等群众性科普宣教活动，广泛开展公

益宣传，倡导社会急救理念，弘扬救死扶伤精神。深入挖掘宣传

AED 救护典型人物事迹，推荐参评“见义勇为奖”等评选表彰。

（三）强化培训演练。各级红十字会、急救中心和公立医院

等按照各自职责，面向公众开展心肺复苏（CPR+AED）等急救

技能培训和健康宣教工作。探索将 AED 使用技能培训内容纳入

公安民警、消防救援人员、公共交通工作人员、职业驾驶员、体

育课教师、班主任等重点人群在岗培训，积极开展中小学急救常

识普及，推广高中生、大学生 AED 使用技能培训，培养有能力

开展救护工作的第一反应者。鼓励按照每台 AED 培训 10 名急救



志愿者的比例，指导 AED 设备配置单位建立志愿者队伍，对考

试合格人员颁发红十字救护员证。推动使用“安徽省红十字会备

灾救灾中心”微信公众号，实现公众网上报名、在线学习、理论

测试、实践操作、网上取证，进一步提高应急救护培训普及性和

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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