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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信息学 心脏骤停调查基本内容与数据规范》 

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正式

列入 2022 年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项目编号为 20221933-T-424，项目名

称为《健康信息学 心脏骤停调查基本内容与数据规范》。 

2 本标准制定背景 

心脏骤停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其高致死

率和致残率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提高存活率，全球复苏联盟提

出了以国家或地区为单位的十项关键举措，其中首要举措即建立全国性或地

区性的心脏骤停注册登记中心，通过制定统一的调查标准，在全国范围内进

行持续、长期心脏骤停调查，以获取心脏骤停发病过程及救治的标准化关键

数据，作为提升救治质量的基石。我国心脏骤停形势较为严峻，心脏性猝死

人数居世界首位，但救治效果却差强人意。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缺少统一

的心脏骤停调查标准，不能持续、长期在全国范围内按照统一标准开展大规

模、高质量心脏骤停流行病学和救治质量调查，因此无法获取心脏骤停的标

准化关键数据。 

本标准的制定旨在规范心脏骤停调查基本内容，同时制定相应的数据规

范来促进医疗救治质量持续改进。 

3 主要起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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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建立标准起草组 

该标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后，于 2022 年 12 月获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立项，2023年 1 月成立了标准起草组。 

3.2 形成标准草案 

标准团队基于国家科技部基础资源调查专项前期工作基础，于 2022 年 3

月底前完成了相关资料的总结和分析工作。起草组经多次组内研讨，确定了

标准的框架和主要内容，并于 2023 年 4 月形成了标准草案稿。 

3.3 征求意见阶段 

标准起草工作组先后召开了多次组内研讨会，对标准草案进行了讨论。

根据专家意见，起草组对草案内容进行了修改，于 2023年 5 月底形成标准征

求意见稿。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 编制原则 

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内容。 

本标准通过研究心脏骤停调查相关临床指南、专家共识等，借助国家科

技部基础资源调查专项项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实践调查，形成了心脏骤停调

查的基本内容；通过研究正在应用的行业标准、团体标准等，形成数据规范。

同时本标准在研究过程中也调研了院前医疗机构和医院心脏骤停调查项目的

设置和数据元的实际使用情况，来保证本标准的可操作性和可推广性。 

2 标准主要内容与确定论据 

2.1 标准主要内容及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心脏骤停调查的基本内容，包括必选、条件必选和可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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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同时也规定了这些内容项的数据元格式规范。 

从心脏骤停调查角度看，本标准的范围主要涵盖院外心脏骤停和院内心

脏骤停。 

从信息学角度看，本标准定义了心脏骤停调查项目的数据元格式规范。 

2.2 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采用文献理论和实际应用相结合的方式对标准内容

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主要参考的资料包括国际复苏联络委员会发布的《心脏

骤停和心肺复苏报告》、卫健委发布的行业标准《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卫

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等，同时还包括目前国际上主流院前医疗机构和医

院的心脏骤停调查项目设置。具体内容说明如下： 

1.范围：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明确了本标准的目的、意义和适用

对象。 

2.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了本标准中引用到的相关国际和国内的标准。 

3.术语和定义：给出了 6 个术语和定义，分别是：心脏骤停、院前医疗

急救、自主循环恢复、心肺复苏、旁观者和目击者。 

4.缩略语：列出了适用于本标准的缩略语。 

5.基本内容：对心脏骤停调查基本内容进行了分类和列举，并定义了院

外心脏骤停和院内心脏骤停调查基本内容。 

6.数据采集方法：规范了心脏骤停调查人员设置、数据采集和数据质控

要求。 

7.数据元说明：对心脏骤停调查的数据元属性进行了列举和详细的定义，

同时对数据元内部标识符的编码规则进行了说明，也对不同数据元的内部标



 4 

识符进行了列举。 

8.心脏骤停调查基本内容数据元：对每一项心脏骤停调查基本内容的数

据元的属性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参考文献：列出了项相关的文献资料。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团队开展了首个全国性前瞻性心脏骤停流行病学调查，搭建了全国心脏

骤停及心肺复苏协同工作网络平台，建成覆盖全国的院前-院内心脏骤停监测

网点。目前调查已在全国 72 家院前急救机构、医院成功推广应用，取得了良

好效果，为开展全国多中心心脏骤停调查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是由我国自主制定。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未涉及专利。 

八、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应用单位结合我国国家和相关部门现有的与心脏

骤停调查及其标准化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等文件进行应用

实施，并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改进建议反馈起草组，以便对本标准进

行修改完善。 



 5 

九、其他说明事项 

本标准不涉及对现行标准的废止。 

 

 《健康信息学 心脏骤停调查基本内容与数据规范》标准起草组 

                                   2023 年 0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