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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印发重庆市尘肺病肺康复站建设

工作方案的通知
渝卫发〔2019〕40 号

各区县（自治县）卫生健康委、两江新区社发局、万盛经开区卫

生计生局，机关各处室，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计生监督

执法局、市职业病防治院、重庆煤炭职业病医院：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国家

卫生健康委等 10 部委关于印发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方案的通

知》（国卫职健发〔2019〕46号）要求，切实做好尘肺病人救治

救助工作。现将《重庆市尘肺病康复站建设工作方案》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本地区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9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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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尘肺病肺康复站建设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做好我市尘肺病患者救治救助工作，积极探索基层

尘肺病患者的康复治疗模式，确保农村尘肺病患者得到及时的康

复治疗，切实增强尘肺病患者生活信心，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

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

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按照“地市能诊断，县区能

体检，镇街有康复站，村居有康复点”的目标，坚持强基层，补

短板，创新机制，多措并举，进一步完善职业病救治救助工作体

制机制，加强服务供给和质量提升，满足尘肺病康复治疗需求，

全面提升我市尘肺病救治救助水平。

二、目标任务

（一）积极探索基层尘肺病救治救助试点工作。到 2019 年

底，在黔江区、开州区、奉节县、城口县尘肺病患者较多的 17

个乡镇开展肺康复站试点建设（其中黔江区 1 个、开州区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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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节县 3 个、城口县 10个）。

（二）2020 年，在常住人口尘肺病患者 100 人以上的乡镇

（街道）全面推进肺康复站建设。到 2020 年底，力争每个区县

至少建成 1 个康复站，尘肺病患者肺康复建档率 100%。积极探

索在常住尘肺病患者达到 10 人的村居，依托村卫生室建立尘肺

病肺康复点试点工作。

三、主要内容

康复站按照“七个一”的标准建设，即：一块尘肺病肺康复站

标牌、一名经过康复治疗技术培训的医师、一名经过康复护理培

训的护理人员、一处康复场所、一组适宜的康复器材、一套康复

站职责制度、一套档案。肺康复站运用中医传统和现代康复技术

为尘肺病患者提供康复治疗（康复技术见附件 1）。

四、建站原则

（一）依托原则。依托区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

等公共服务机构完成尘肺病肺康复站建设。

（二）协作原则。坚持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社会参与，创

新机制，多措并举全面完成尘肺病肺康复站建设任务。

（三）特色原则。根据乡镇（街道）辖区尘肺病患者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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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和康复需求，建立特色康复站。

（四）公益性原则。坚持低投入，广覆盖，为尘肺病患者提

供康复训练指导、心理疏导、健康宣教、居家康复服务。

（五）资源共享原则。充分发挥相关部门职能，统筹协调现

有条件、资源，确定康复治疗场所、专业医护人员以及康复器材

和康复治疗技术。

五、建站需求

（一）场所需求。肺康复站所需业务用房面积不小于 80 平

方米，需无障碍平直楼道 15-30m（业务用房需求见附件 2）。

（二）人员需求。肺康复站需具有医师或助理医师资格证的

专职或兼职康复工作人员至少 1 名，护理人员 1 名，要求具备康

复治疗师资质或经过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规范化培训。

（三）设备需求。肺康复站需配备必要的尘肺病康复设备，

康复器材具有运动、日常生活能力训练等功能（康复设备需求见

附件 3）。

（四）制度需求。肺康复站需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各项规章

制度、岗位职责与各种诊疗设备的技术操作规程。

（五）急救药品需求。为预防尘肺患者在康复过程中出现意

外，康复站需配备相应急救药品（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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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尘肺病肺康复站建设是落实《国家卫

生健康委等 10 部委关于印发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

（国卫职健发〔2019〕46 号）的重要抓手。各区县卫生健康委

要高度重视，及时向当地政府专题汇报，取得支持，落实经费。

要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确保本地职业病患

者得到最基本的救治救助。

（二）加强指导督促。各区县卫生健康委要严格依照国家职

业病防治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文件要求，加强尘肺病肺康复站建设

的协调指导、组织验收等工作。市职业病防治院要做好人员培训、

现场指导工作。乡镇（街道）要负责康复站建设场地及康复工作

人员的落实工作，定期向区县政府及卫生健康等部门报告工作进

展情况。

（三）加强舆论宣传。各区县卫生健康委要充分利用各种媒

体，加强尘肺病肺康复站建设的宣传报道，营造有利于尘肺病救

治救助的良好氛围。对于建设工作有特色的，要进行总结推广，

通过组织观摩学习、召开现场会等形式，以典型示范推进尘肺病

肺康复站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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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康复技术

2. 业务用房需求表

3. 康复设备需求表

4. 急救药品需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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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康复技术

一、现代康复

有氧训练或耐力训练；阻抗训练；灵活性训练；呼吸肌训练；

放松训练；工作模拟训练，胸部物理疗法（控制性呼吸技术，气

道分泌物廓清技术）等。

二、传统康复（针刺疗法）

手太阴肺经：少商，太渊，孔最，尺泽，中府。

手阳明大肠经：合谷。

足太阳膀胱经：肺腧，阙阴，心腧。

足阳明胃经：丰隆。

任脉：檀中，中脘。

另加定喘穴。

https://www.juluyiliao.com/tag/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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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业务用房需求表

序号 名称 需求 备注

1 运动治疗室 ≥20 m2 单独设置

2 针灸室 ≥20 m2 单独设置

3 氧疗室 ≥10 m2
单独设置

或用输液室代替

4 宣教室 ≥30 m2
单独设置

或用会议室可代替

5 无障碍平直楼道 15-30m
用于 6 分钟

步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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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康复设备需求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备注

1 急救系统

必配仪器设备

2 心电监护仪

3 滑轮牵伸装置

4 指脉氧检测仪

5 弹力带

6 心电图机

7 吸氧装置

8 PT 床

9 除颤仪

10 功率自行车

11 床边踏车

12 肺功能测试仪

13 膈肌起博治疗仪 选配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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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急救药品需求表
序号 药品名称

1 硝酸甘油片/注射液

2 5%碳酸氢钠注射液

3 多巴胺注射液

4 去乙酰毛花苷注射液

5 安定注射液

6 速尿注射液

7 甘露醇注射液

8 肾上腺素注射液

9 654-2注射液

10 50%GS 注射液（20ml/支）

11 胺碘酮注射液

12 沙丁胺醇喷雾剂

13 去甲肾上腺素注射液

14 异丙肾上腺素注射液

15 尼可刹米注射液

16 盐酸洛贝林注射液

17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18 氨茶碱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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