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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渝北卫健函〔2024〕103 号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区政协十六届三次会议第 335 号

提案的复函

农工党渝北区委会：

你们提出的《建立健全区级重症救治信息平台的建议》（第

335 号）已收悉，首先感谢贵委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对此建议我委主要领导高度重视，作出批示并召集有关同志作了

专题研究和布置。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及存在问题

利用信息化手段和大数据平台为工具，整合各级各类医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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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重症救治的专业人员以及平台，可以极大提升患者及时高效的

救治率，挽回患者生命。目前，渝北区尚未建立区级重症救治平

台，重症救治资源的分配、调度和资源共享水平较弱，需要加强。

二、问题和建议的回复

针对您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我委高度重视，认真调研，与大

数据局深入探讨，积极办理，回复如下：

（一）大力推进重症医学科建设

我区高度重视重症医学救治能力建设。一是积极扩充重症医

学床位。按照国家及市级要求，根据医疗机构规模及实际需要设

置重症床位，目前，我区 11 家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共设置了 300

张重症救治床位，其中综合性 ICU 床位 152 张，专科性 ICU 床位

148 张。二是加强设施设备配置。所有综合 ICU 均按标准完成了

监护单元的建设和改造升级，确保电力、氧气供应系统及生命监

测、急救治疗设备功能完善，随时可用。此外，全区二级及以上

医疗机构及基层医疗机构共配备 CT 机 27 台、呼吸机 333 台（含

162 台有创呼吸机、132 台无创呼吸机和 39 台转运呼吸机）、监

护仪 1714 台、血液透析机 220 台，充分满足了重症救治硬件需

求。三是配足医护人员数量。全区综合 ICU 医生人数 126 人，护

士 326 人；其他专科 ICU 医生人数 150 人，护士 390 人。同时构

建了灵活的重症医护人员调度体系，建立了应急情况下的混合编

组工作模式。该模式下，综合 ICU 以重症医学专业医护人员为核

心，协同其他专科 ICU 及可转换 ICU 中的专业人员，还包括经过



—3—

专门培训的其他专科医护人员，每班由重症医学专业人员领队，

统一指挥，确保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有效应对突发状况下的重

症救治需求。

（二）多举措推进信息化建设，助力急危重症患者救治

一是为动态掌握重症救治力量。我委每日搜集区内医疗机构

重症救治相关数据，包含“床位数”、“床位使用率”、“重症医护

人员数量”、“重症医护人员在岗率”等实时数据，并上报至《重

庆市卫生健康数据统一报送系统》。近 3 个月以来，重症床位使

用率大约在 50%左右，最高未超 65%。

二是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近两年，按照市级“1361”总

体建设，基于一体化数字资源系统，“一件事一次办”等建设规

划要求，市卫生健康委正在统筹建设，统一收集医疗业务生产系

统的公共服务数据，用于建设如急诊急救一件事、转诊一件事等

子项目。市级将收集全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危急重症救治相关

专业技术人员、设备平台和场地等资源数据，以及各部门对急危

重症患者救治的配合。区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根据《数字重庆

建设的实施意见》文件要求，建设一体化数字资源系统（IRS），

明确了在数据归集、共享、开放等责任，构建了数据治理、汇聚、

共享、开放的高效运行机制。截至目前，我区完成数据归集治理

3340 余类、4.9 亿条，申请市级回流数据 79 类 400 万余条，为

区级急危重症患者救治信息平台建设提供数据支持。对实现贵党

提出的“如现场即时检验、心电、车载专业设备的及时远程数据



回传，实现后台控制中心和调度中心对重症救治的全过程信息化

高效管理，及时高效完成患者转诊和分配，节约时间”等成效，

实现加强急危重症患者医疗质量监管、考核，实现“一盘棋”市

级管理。目前，我区正积极承接试点市级统一建设的“社会·渝

悦·智慧急救”应用。该应用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

念，响应党中央、国务院、部委关于“建设国家、省、市、县、

乡镇五级医疗应急指挥调度信息系统”，是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中“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提高重大疫情早发现能力，加强重大疫

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等要求的重要应用。主要包含

“急救资源准备”、“急救力量响应”、“急救协同处置”、“复盘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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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四个场景。

（三）狠抓院前急救质量，依托牵头医院建立分级诊疗医联

体

为做实重症患者救治，我委一是狠抓院前急救质量。将“三

分钟出车率”、“院前急救平均反应时间”纳入对医疗机构考核指

标，每月对相关指标进行全系统通报，督促改进、提高。组织全

区医护人员开展“三基三严”培训及大比武，将重症救治相关知

识及技能操作纳入重点内容。依托区内院前急救质控中心，对医

护人员开展急诊急救、重症救治相关专业培训并进行考核。二是

依托区内优质医疗资源建立重症救治医联体。将全区 22 个镇街

划分为 3 个片区，网格化布局 3 个分级诊疗医联体。渝北区人民

医院、渝北区中医院、重医附三院分别作为牵头单位，分区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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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层医疗机构开通转诊绿色通道，负责重症患者兜底救治工作。

同时，渝北区第二人民医院、重庆芳华医院、重庆金易医院、重

庆龙湖医院 4 家二级综合医院作为 3 家牵头医院的补充力量，区

妇幼保健院作为全区急危重症孕产妇和儿童救治补充渠道，充分

运用区内现有重症床位，保障急危重症患者救治需要。目前，我

委正积极谋划“转诊一件事”平台建设，探索服务机制一体化、

服务方式智慧化、业务管理精细化路径，完善分级诊疗服务模式，

践行“基层首诊、双向转诊、上下联动、急慢分治”的分级诊疗

格局。

（四）持续加强医疗质量监管，推升医疗技术水平

为进一步巩固基础医疗质量安全管理，提升医疗质量安全管

理精细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度，我委出台了《重庆市渝北区全

面提升医疗质量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文件，从基础

质量安全管理、关键环节和行为管理、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建设等

维度提出了 28 项具体措施和 5 个专项行动。其中，要求医疗机

构对“平均急救响应时长”、“病人在抢救室的滞留时间”、“院内

心脏骤停患者的复苏成功率”，以及“ICU 患者的死亡率”等涉

及重症救治相关指标进行重点关注，由我委牵头，依托急诊急救、

卒中、胸痛等质控中心进行指标监控，督促医疗机构持续改进。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下一步，我委将多措并举，加大信息系统建设投入，持续强

化危急重症能力提升。一是提升区内各医疗机构危急重症救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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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二是对区内重症救治资源持续开展实时监控，做好救治工作

准备。三是强化急危重症诊断治疗的信息化区级平台建设，目前，

“转诊一件事”已纳入我市数字重庆建设“一本账”，我委正在

以“转诊一件事”项目为契机，构建急危重症诊断治疗的信息化

区级平台。四是持续推进“智慧急救”应用试点。五是进一步升

级改造建设基层医疗机构一体化系统，做好区内三级医院和基层

医院的系统建设与数据资源利用。

感谢你们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此复函已经杨政主

任审签。对以上答复如有什么意见，请联系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以便我们进一步改进工作。

联系人：邓丽娟，联系电话：67274224。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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