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卫中医函〔2022〕710 号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蛇伤救治
二级工作站建设方案的通知

各设区市卫健委、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福建中医药大学

各附属医院，省中医药科学院：

根据福建地域特点，为建立完善我省蛇伤救治体系，发挥中

医药在蛇伤救治中的优势作用，省卫健委于 2021 年起组织开展

蛇伤救治二级工作站项目建设，现将建设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组织落实。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 年 5 月 2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 建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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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伤救治二级工作站建设方案

福建地处亚热带,丘陵和低山区较多,非常适合蛇类生长繁

殖,是我国毒蛇种类最多的省份。毒蛇咬伤具有发病急、变化快、

并发症多、治疗复杂、致残率高、甚至导致死亡等特点,尽早进

行综合有效的治疗是救治的关键。为建立完善我省蛇伤救治体

系，发挥中医药在蛇伤救治中的优势作用，省卫健委决定开展

蛇伤救治二级工作站项目建设，现制定方案如下：

一、建设目标

在福建省蛇伤救治中心（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基础上，建设一批蛇伤救治二级工作站，辐射覆盖全省蛇伤高

发地区，建立完善的全省蛇伤救治体系，研究我省蛇咬伤防治

对策，发挥中医药在蛇伤救治中的作用，探索全省各地区毒蛇

咬伤的分布规律及疾病预后的影响因素。

二、项目范围及内容

（一）项目范围

共 10 家项目建设单位，已由《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

确定 2021 年度基层中医馆等项目单位的通知》（闽卫中医函

〔2021〕123 号）公布。具体如下：泉州市中医院、三明市中西

医结合医院、龙岩市中医院、晋江市中医院、尤溪县中医医院、

南安市中医院、泰宁县中医院、南平市建阳中医院、浦城县蛇

伤防治院（浦城县河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邵武市水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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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二）项目内容

1.建立工作站制度，加强软硬件条件建设。建立工作站院

内政策保障制度、日常管理制度、经费使用制度、学习培训制

度等长效机制；构建蛇伤救治二级站必须的诊疗、研究场所与

设备设施，创造可持续开展二级站工作的的相关条件。

2.提高临床疗效，结合省蛇伤救治中心诊疗方案，结合工

作站情况进一步形成并完善符合实际的中西医结合蛇伤救治诊

疗方案。加强对蛇伤临床救治疗效总结，解决临床救治难点。

3.加强人才培养，提升蛇伤救治能力和水平。加强工作站

人才梯队建设，建设周期内应派遣团队骨干到福建省蛇伤救治

中心进修学习。每年应积极参加省内外相关学术培训及学术交

流，提升蛇伤救治能力和水平。

4.探索我省各地区毒蛇咬伤的分布规律，通过学习班及科

普讲座提升蛇伤救治水平，宣传普及蛇伤防治知识。

三、预期成效

（一）医疗方面

1.建立完善工作站各项制度，备有心电监护仪、呼吸机、

抗蛇毒血清及常用蛇伤救治中成药等。

2.临床诊治有效率达 70%以上，诊疗方案落实率 85%以上，

中医特色技术应用率达 60%以上。

3.持续优化完善符合工作站实际的中西医结合蛇伤救治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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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方案。

4.落实分级诊疗制度，推行双向转诊。

（二）人才培养方面

培养业务骨干 1-2 人，建设周期内应派遣团队成员（不少

于 2 人）到福建省蛇伤救治中心进修学习。每年参加省内外相

关学术培训及学术交流不少于 1 人次。

（三）科研及宣教方面

1.建设周期内获得市级及以上科研课题立项（≥1 项），发

表学术论文 2 篇以上。

2.每年开办学习班或科普讲座不少于 3 次，加强当地蛇伤

救治水平，普及蛇伤防治知识，对下级医院开展蛇伤诊疗特色

技术推广应用。

3.每年对蛇伤救治进行总结形成书面汇报，并填写《福建

省蛇伤流行病学调查表》交予福建省蛇伤救治中心汇总，探索

我省各地区毒蛇咬伤的分布规律及疾病预后的影响。

四、项目周期

本项目实施周期为 3 年，项目经费分年度拨付。

五、项目管理与评估

（一）省卫健委负责项目总体管理，市、县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负责督促、推进项目建设。省蛇伤救治中心配合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对项目进行过程管理、沟通协调、督导推进，以及

期满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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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建设单位应明确分管领导和管理部门，负责项

目具体组织实施和管理。并组建一支由项目负责人、骨干团队

及相关学科人才组成的救治团队。项目负责人为项目建设第一

责任人，全面负责工作任务的落实和工作目标的实现，合理分

配、统筹使用项目经费。

（三）项目建设单位要加大投入，为二级工作站提供政策、

人力、财力、场地、设备等各方面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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