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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中西医结合医院）
设置标准

一、基本要求

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中西医结合医院）应当为中西医

结合诊疗水平全国领先的三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在全国有较

强的医疗辐射力和影响力，坚持党建引领、守正创新，在医疗、

教学、科研、预防、管理等方面突显中西医结合特色优势，推进

建设成为中西医结合疑难危重症诊疗中心、医学科学关键技术攻

关中心、高水平医学研究与成果转化中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应

对与突发事件医疗应急处置中心、高层次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和

人才进修培训中心、国际交流中心、国家会诊和转诊中心、承担

保健任务和帮扶基层中心、改革创新和公益性代表中心，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

诊疗科室设置齐全，中医技术开展广泛，具有丰富的常见

病、多发病、疑难危重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能力和经验。中西

医结合医疗模式完善，人才梯队结构合理，满足医疗、教学、科

研所需的医疗设施、设备和科研平台齐全，能够全方位带动中西

医结合医疗、教学、科研、预防、管理能力提升。坚持医院的公

益性，认真贯彻落实医改相关工作要求，具备承担重大突发事件

救援救治的能力和经验，推动医联体建设，帮扶对口支援医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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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西医协作，引领和推动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

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应当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一）三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

（二）自本《设置标准》发布前，连续 2 年全国公立中医医

院绩效考核（中西医结合类别）位居前 5 位者优先考虑。

（三）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建设试点项目或试点单位。

（四）有独立的中药房，中药饮片库房、调剂室、煎药室设

施齐全。中药专业技术人员占药学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比例≥

50%。

（五）近 3 年，年均出院病例数≥4 万例；近 3 年年均门诊

量≥200 万人次，门诊中药饮片使用率≥30%。

（六）国家级专科建设项目≥10 个；全国中医类医院具有

影响力的学科（专科）数≥10 个。

二、医疗服务能力

具备完善的中西医结合诊疗体系，不断探索常见病、多发

病、疑难危重疾病的中西医结合医疗服务模式，遴选适宜中西医

结合诊疗的病种，制定相应的诊疗指南和方案，建立中西医结合

医疗质量控制标准体系，带动提升中西医结合诊疗服务水平。

（一）科室设置。按照三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标准，科室

设置完善。

独立设置并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的科室≥30 个：心血管内

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内分泌科、肾病学科、血

液内科、风湿科、老年病科、普通外科、骨伤科、神经外科、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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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外科、心胸外科、血管外科、妇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

口腔科、皮肤科、肛肠科、感染性疾病科、肿瘤科、急诊医学科、

康复医学科、麻醉科、重症医学科、针灸科、推拿科、治未病科

等。

应设置辅助科室：医学检验科、输血科、超声诊断科、病理

科、医学影像科、药剂科、消毒供应室、营养科、手术室、中药

房、病案室等。

（二）诊疗能力。建立重大疑难疾病多学科协作机制，组建

高水平中西医协作团队，联合攻关，提升重点专科核心竞争力，

重大疑难疾病疗效显著。具备接受省域外乃至全国疑难重症患者

转诊至本单位的能力，并能集中全国高水平医疗资源和专家团

队，开展中西医结合会诊。具备制定国家级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

或指南的能力，主持制定国家级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指南、技

术标准、专家共识等 3 项以上，其中，中西医结合相关标准制订

或修订数量≥2 项。收治并开展中西医结合诊疗服务的病种覆盖

疑难危重病种清单（附表 1）70%以上。具有高水平的现代医学

诊疗能力和技术，重症床位数占医院病床总数比例≥4%。近 3

年，三、四级手术占比
1
≥25%，微创手术占比

2
≥8%，日间手术占

比≥14%。广泛开展中医医疗技术，院内开展中医医疗技术（附

表 2）≥50 种；门诊患者使用中医非药物疗法比例≥10%，出院

患者使用中医非药物疗法比例≥70%。

1相关指标设置参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四级手术目录（第二版）2022年》《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三级手术目录（2020版）》。
2 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微创手术目录（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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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医护理。广泛开展中医特色护理，采用辨证施护等

方法为患者提供个性化中医护理内容，病房开展中医护理技术

（附表 3）≥30 项。

（四）中药药事。有独立的中药房，中药库房、调剂室、煎

药室设施齐全，中药饮片采购、加工、配送流程规范。积极挖掘

整理特色中药疗法，积极开展院内中药制剂的研发、生产和应用，

院内中药制剂≥70 种。

（五）质控体系。已建立院内相关病种中西医结合医疗质量

控制体系，并担任省级及以上中医质控专业组长单位 1 项及以

上。

三、教学能力

能够承担院校医学教育、毕业后医学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工

作，积极开展人才进修培训。通过将中医药师承模式和现代化培

训模式有效整合，培养高层次中西医结合人才队伍，构建高水平

学术平台，推动全国中西医结合学术思想凝练、学术专著出版及

学术成果推广，利用现代全媒体平台，积极开展中西医结合知识

的公共普及，持续优化提升成为人才培养基地。

（一）教学条件。教学条件符合院校教育和国家中医医师规

范化培训标准要求，具备图书馆、教学专用多媒体教室、现代化

信息培训平台、临床技能培训与考核中心并配备相应的模拟教学

设备。

（二）组织管理体系。明确教学相关委员会或教学职能部门。

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人员充足，职责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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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资队伍结构。医院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人数≥300

人，硕士研究生导师≥150 人，博士研究生导师≥30 人。

（四）师承教育平台。国家级或省级各类名中医药专家传承

工作室≥25 个，其中国家级名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5 个。

（五）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水平。承担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

任务和考核任务，近 3 年中医（含中医全科）专业在培人员≥200

人/年（包括参加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在读研究生、委培人员、

社会人员）。

（六）继续医学教育情况。近 3 年，接收进修人员≥40 人

次/年，累计承办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和中医药继续教育中西医

结合、中医相关项目≥50 项。临床类别医师全员接受中医药专

业知识培训，开展西医学习中医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培养高层

次中西医结合人才。

（七）教学水平。近 5 年，主编行业（规划）教材≥8 部，

教研室设置规范合理。

四、科研能力

积极利用现代科学理论、技术和方法，推动中西医结合相关

科学研究，重点聚焦中西医结合优势病种、疑难危重症的临床研

究和特色技术的科研创新，注重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开发，推动

中医经方验方提炼与优化，开展新药研究与开发。

（一）科技平台标准。

至少具备下列条件中的 2 项：

（1）国家、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或国家级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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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省部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3）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水平重点学科；

（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

（二）科研项目。近 3 年，累计主持国家级中西医结合、中

医专业科研项目≥60 项。

（三）科研成果。近 3 年，作为第一或通讯作者单位发表专

业论著累计≥600 篇（中国科学院期刊分区目录中一区杂志论文

数量≥20 篇，累计 IF≥200 分）；近 3 年科技成果转化数量≥3

项，国家专利授权数量≥30 项；近 5 年，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得

中西医结合、中医专业国家级或省部级科技成果奖≥3 项。

（四）专业化科研支持平台。为依法备案的药物临床试验机

构，具备开展Ⅰ—Ⅳ期临床试验项目的资质，建立医学实验研究

平台、动物实验中心及数据挖掘与项目管理机构。

五、中西医结合应对突发事件能力

具备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紧急救治的能力,积极参加国家重大

突发事件救援救治。

（一）承担国家重大突发事件救援救治任务。拥有紧急医学

救援队伍，具备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紧急救治的能力和经验，积极

参加国家重大突发事件救援救治。有协调、指导各级中西医结合

医院开展突发事件中西医结合救治工作的能力和经验，在应对各

类突发事件时，确保医疗救援工作迅速、有序、高效。

（二）承担政府任务和社会公益项目情况。承担重要医疗保

障任务，积极组织开展义诊、健康扶贫等活动，根据卫生健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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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门、中医药主管部门的要求开展对口支援工作。

六、医院管理能力

具备改革创新能力，在中西医结合医院发展和建设模式等方

面大胆改革创新，医院绩效考核和薪酬制度向中西医结合工作倾

斜。建立中西医结合相关专业的专病专科联盟，辐射带动各级医

疗机构开展中西医结合诊疗服务，推广优势病种和特色诊疗项

目。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传统医学有特色的国家开展多层次合

作，推进中西医结合事业全球化发展。

（一）建立覆盖全国的中西医结合相关专业的专病专科联

盟。已成立至少 3 个中西医结合、中医相关专业的专科专病联盟，

并且专科专病联盟成员单位≥50 家，整体覆盖≥6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

（二）开展远程医疗及互联网医院相关工作。具有远程医疗

设备设施及服务能力。定期开展远程咨询、会诊、预约挂号、远

程诊断、教育培训等远程医疗服务。推广中西医结合、中医治疗

手段，形成中医药培训网络，覆盖各级各类医疗机构≥250 家。

提供中西医结合、中医远程医疗服务，已通过互联网医院实现分

级诊疗。

（三）开展中医药国际交流与人才培养工作。已与多个国家

联合开展中医药研究和交流工作，承担国家级国际合作课题≥1

项。拥有相对稳定的境外合作伙伴，开展中医中药服务。

（四）加强信息化建设。信息化建设要符合《全国医院信息

化建设标准与规范（试行）》的要求，信息化功能要具备《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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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平台应用功能指引》的要求，信息技术要符合《医院信息化

建设应用技术指引（2017 年版）（试行）》的要求，数据上报

要符合国家和行业数据管理相关要求；积极推进医院电子病历和

信息平台建设；医院电子病历建设达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电

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四级及以上要求；信息平台建设

达到“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四级甲等及以上要

求；医院核心业务系统达到“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三级

及以上要求，使用国产密码对核心数据进行加密保护。

（五）开展中医优势病种和临床路径管理。医院开展中医优

势病种管理，中西医结合、中医优势病种数量≥80 种，牵头制

定国家或区域内相关病种指南、标准、技术规范、专家共识等≥

3 项；开展临床路径管理，中西医结合、中医临床路径病种数量

≥40 种。

附表：1.疑难危重病种清单

2.中医医疗技术目录

3.护理人员中医技术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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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疑难危重病种清单

序号 临床诊断 疾病分类代码国家临床版 2.0

1 社区获得性肺炎，重症 J15.903

2 慢性阻塞性肺病伴急性加重 J44.100

3 支气管扩张伴咯血 J47.x01

4 肺栓塞 I26.900x001

5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I27.900

6 中枢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G47.301

7 呼吸衰竭 J96.900

8 溃疡性结肠炎 K51.900

9 肝硬化失代偿期 K74.607

10 肾结石 N20.000

11 肠易激综合征 K58.900x003

12 克罗恩病 K50.900

13 急性上消化道出血 K92.207

14 急性化脓性胆囊炎 K81.002

15 急性胰腺炎 K85.900

16 慢性萎缩性胃炎 K29.400

17 脑梗死 I63.900

18 脑出血 I61.900

19 蛛网膜下腔出血 I60.900

20 吉兰-巴雷综合征脱髓鞘型 G61.003

21 运动神经元病 G12.200

22 多系统萎缩 G90.301

23 帕金森病 G20.x00

24 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 G36.000x002



— 10 —

序号 临床诊断 疾病分类代码国家临床版 2.0

25 脑干梗死 I63.901

26 小脑梗死 I63.904

27 睡眠呼吸暂停 G47.300

28 原发性三叉神经痛 G50.003

29 周围性面神经麻痹 G51.003

30 带状疱疹性神经痛 B02.202+

31 急性冠脉综合征 I24.901

32 不稳定性心绞痛 I20.000

33 急性心肌梗死 I21.900

34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I25.103

35 再生障碍性贫血 D61.900

36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D46.900

37 急性白血病（谱系未定） C95.000x015

38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D69.300

39 重度再生障碍性贫血 D61.905

40 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 D47.300x002

41 真性红细胞增多症 D45.x00

42 多发性骨髓瘤 C90.000

43 粒细胞缺乏 D70.x00

44 慢性肾功能不全 N18.900x005

45 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 N18.900x013

46 IgA 肾病 N02.801

47 糖尿病性肾病 E14.200x210

48 肾病综合征 N04.900

49 膜性肾病 N005.201

50 慢性肾小球肾炎 N03.900x001

51 慢性膀胱炎 M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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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临床诊断 疾病分类代码国家临床版 2.0

52 1 型糖尿病 E10.900

53 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 E14.400x023

54 糖尿病足 E14.500x050

55 甲状腺机能减退症 E03.900

56 结节性甲状腺肿 E04.902

57 高脂血症 E78.500

58 2 型糖尿病性酮症酸中毒 E11.100

59 2 型糖尿病性高渗性昏迷 E11.001

60 类风湿性关节炎 M06.900

61 痛风 M10.900

62 干燥综合征 M35.000

63 系统性红斑狼疮 M32.900

64 成人斯蒂尔病 M06.100

65 贝赫切特综合征 M35.200

66 进行性系统性硬化症 M34.000x001

67 多发性肌炎 M33.200x001

68 自身免疫性肝炎 K75.400

69 风湿性心脏病 I09.900

70 肺恶性肿瘤 C34.900

71 胃恶性肿瘤 C16.900

72 肝恶性肿瘤 C22.900

73 肾恶性肿瘤 C64. x00x001

74 乳腺恶性肿瘤 C50.900

75 胰腺恶性肿瘤 C25.900

76 食管恶性肿瘤 C15.900

77 结肠恶性肿瘤 C18.900

78 直肠恶性肿瘤 C20.x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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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前列腺恶性肿瘤 C61.x00

80 宫颈恶性肿瘤 C53.900

81 子宫内膜恶性肿瘤 C54.100

82 卵巢恶性肿瘤 C56.x00

83 膀胱恶性肿瘤 C67.900

84 甲状腺恶性肿瘤 C73.x00

85 恶性胸腔积液 C78.201

86 恶性腹水 C78.604

87 骨盆骨折 S32.802

88 脊髓型颈椎病 M47.101+

89 交感神经型颈椎病 M47.202

90 神经根型颈椎病 M47.201

91 椎动脉型颈椎病 M47.001+

92 股骨头缺血性坏死 M87.800x051

93 肱骨外科颈骨折 S42.202

94 腰椎滑脱 M43.006

95 股骨颈经颈骨折 S72.000x041

96 股骨粗隆间骨折 S72.101

97 半月板损伤 M23.308

98 腰椎间盘突出 M51.202

99 腰椎椎管狭窄 M48.005

100 骨肿瘤 D48.001

101 双踝骨折 S82.802

102 复杂性肛瘘 K60.303

103 下消化道出血 K92.209

104 心房颤动 I48.x01

105 支气管哮喘，非危重 J4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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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支气管哮喘，危重 J46x02

107 轻度认知障碍 F06.700

108 病窦综合征 I49.500

109 血管性痴呆 F01.900

110 下肢溃疡 L97.x00

111 浆细胞性乳腺炎 N61.x06

112 慢性胰腺炎急性发作 K85.900x002

113 肠梗阻 K56.700

114 急性乳腺炎 N61.x05

115 丹毒 A46.x00

116 脓毒血症 A41.901

117 筋膜炎 M72.922

118 蜂窝织炎 L03.900

119 急性胆管炎 K83.001

120 卵巢早衰 E28.301

121 多囊卵巢综合征 E28.200

122 习惯性流产 N96.x00

123 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 N80.100

124 子宫内膜异位症 N80.900

125 子宫腺肌症 N80.001

126 异位妊娠 O00.900

127 异常子宫出血 N93.901

128 女性盆腔炎 N73.902

129 女性不孕症 N97.900

130 心力衰竭 I50.900

131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 R65.301

132 泛发性湿疹 L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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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银屑病 L40.900

134 结节性痒疹 L28.100

135 脓疱性银屑病 L40.102

136 天疱疮 L10.900

137 类天疱疮 L12.900

138 特应性皮炎（中重度） L20.900x003

139 皮肌炎 M33.101

140 突发性耳聋 H91.200

141 慢性鼻窦炎 J32.900

142 感音神经性耳聋 H90.500

143 急性会厌炎 J05.100

144 胸痛 R07.400

145 晕厥和虚脱 R55.x01

146 尿潴留 R33.x00

147 面肌痉挛 G51.301

148 疲劳综合征 F48.001

149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G4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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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中医医疗技术目录

针刺类技术

毫针技术 头针技术 耳针技术 腹针技术 眼针技术

手针技术 腕踝针技术 三棱针技术 皮内针技术 火针技术

皮肤针技术 芒针技术 穴位注射技术 鍉针技术 埋线技术

平衡针技术 醒脑开窍技术 靳三针技术 电针技术 贺氏三通技术

浮针技术

推拿类技术

皮部经筋推

拿技术

脏腑推拿技术 关节运动推拿

技术

导引技术 经穴推拿技术

关节调整推

拿技术

小儿推拿技术 器械辅助推拿

技术

膏摩技术

刮痧类技术

刮痧技术 放痧技术 撮痧技术 砭石治疗技术

拔罐类技术

拔罐（留罐、闪罐、走罐）技术 药罐技术 刺络拔罐技术 针罐技术

灸类技术

麦粒灸技术 隔物灸技术 悬灸技术 三伏天灸技术 温针灸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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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敏灸技术 雷火灸技术

敷熨熏浴类技术

穴位敷贴技术 中药热熨敷

技术

中药冷敷技术 中药熏蒸技术

中药泡洗技术 中药淋洗技

术

中药湿热敷技术

中医微创技术

针刀技术 带刃针技术 水针刀技术 钩针技术 刃针技术

长圆针技术 拨针（松解针）

技术

铍针技术

骨伤类技术

脱位整复技

术

骨折整复技术 夹板固定技术 牵引技术 理筋技术

骨外固定支

架技术

练功康复技术 石膏固定技术

肛肠类技术

挂线技术 枯痔（硬化）技

术

痔结扎技术 中药灌肠技术 注射固脱技术

气功类技术

五禽戏 六字诀 易筋经 八段锦 五行掌

保健功 站桩功 回春功 放松功 内养功

强壮功 真气运行法 新气功疗法 养气健目功 龟息养生功

其他类技术

脐疗法 针刀刺营治疗急

性扁桃体炎技术

火针洞式引流

技术

烙治法治疗慢

性扁桃体炎技

术

揉抓排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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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护理人员中医技术目录

1 刮痧技术 17 经穴推拿技术

2 拔罐技术 18 中药灌肠技术

3 麦粒灸技术 19 刮痧法

4 隔物灸技术 20 脐疗法

5 悬灸技术 21 六神丸蜂蜜膏护理静脉炎

6 蜡疗技术 22 穴位注射

7 穴位敷贴技术 23 中药外敷

8 中药泡洗技术 24 菊花汁调和金黄散外敷护理静脉炎

9 中药冷敷技术 25 穴位敷贴联合红外线

10 中药湿热敷技术 26 经穴推拿联合手指爬墙运动

11 中药涂药技术 27 马应龙痔疮膏护理肛周湿疹

12 中药熏蒸技术 28 督灸

13 中药热熨敷技术 29 隔物灸

14 中药离子导入技术 30 走罐

15 穴位注射技术 31 溃疡贴联合烧伤湿润膏护理褥疮

16 耳穴贴压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