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件 E1 

体外循环专业技术培训制度 

（讨论稿） 

 
体外循环专业技术人员是接受过系统医学理论教育和临床实践培训，在任何

临床情况下，利用体外循环技术来支持或替代患者循环或呼吸功能，及其他重要

脏器功能支持与治疗专业卫生技术人员。体外循环培训的最终目的是向全社会提

供专业合格的体外循环专业技术人员，主要包括一年的体外循环理论和实践培

训。 

一、管理与组织： 

1.体外循环培训基地资格申请获批准后，可进行体外循环专业技术人员培

训。 

2.体外循环培训教师由已注册体外循环执业人员担任，应具有较强的体外循

环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 

3．体外循环培训教师应该明确培训计划中临床培训的目的与流程，在临床

实践操作时能提供足够的一对一临床工作指导与监督。 

4．体外循环培训基地必须有充足的临床病例及临床教学设备保证进入培训

基地的人员具有足够的临床资源进行培训。 

二、受训人员招收 

1．招收人数：每年面向全国招生，招生人数根据社会对本专业的需求与各培训

基地条件而定。 

2、报名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由国家认定已完成正规医学教育人员。 

（2）自愿申请体外循环培训，愿意遵守《体外循环培训合同》，愿意按相应培训

大纲的要求完成培训任务。 

（3）身体健康，能胜任体外循环培训工作。 

 3、招收程序： 

（1）申请者应在每年规定的时间前，将个人简历、一封由副高级或以上职称的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医师所写的推荐信寄到各培训基地，由教学管理人员按要求审

核申请人情况后决定录取名单。 

三、体外循环培训总目标 

通过全面、正规、严格的体外循环培训，能独立地和基本正确地对常见心血

管外科手术实施体外循环，并为其他科室提供相关的专科咨询。具体要求如下： 

    （1）系统掌握体外循环医学相关的基础和临床理论，了解国内外新进展，

并能与实际工作相结合。 

    （2）具有较丰富的体外循环临床经验和较强的临床思维能力，较熟练地掌

握体外循环医学常用的临床技能，能独立对常见心血管外科手术实施体外循环； 

（3）具备良好的从医所需的人文综合素质。 

四、培训内容： 

（一）总体培训时间：一年。 

（二）临床培训 

1．数量：一年参与体外循环不少于 200例。 

2．质量：学员参与完成每例手术后，即将一份评估表交给培训基地的带教老师。

该评估表涉及围体外循环期各项技术细则及其所占分数（满分为 100 分），由带

教老师评估后签名存档，培训基地管理老师定期与学生交流并通知其阶段考查成

绩及应引起注意的事项。 

3．内容： 

1）体外循环/心肺支持； 

2）主动脉内球囊反搏； 

3）循环支持/心室辅助； 

4）血液保护技术与自体输血； 

5）重要脏器保护； 

6）抗凝与血液学监测与分析； 

7）生理监测与分析； 

8）血气与血液生化监测与分析； 

9）全身低温与复温管理； 

10）血液稀释； 



 

 

11）血液超滤； 

12）通过体外循环管路加入药品、血液制品和麻醉药物； 

13）高级体外循环临床训练，如体外膜肺氧合（ECMO）等 

（三）理论培训 

1．培训基地全年应为全体学员开设理论课 25次，每次 4学分，理论学习结束应

进行考核，满分为 100。 

2．培训基地应在每年重点邀请外地或国外著名体外循环专家，作为特邀客座教

授来本培训基地讲学，以拓宽学员和临床教师的知识面，同时营造良好的学术交

流气氛。  

（四）教学内容： 

1．基本教材： 

1）体外循环病理生理学   曾因明主编 

2）体外循环材料学    龚庆成主编 

3）临床体外循环学    龙  村主编 

4) 体外循环教程    黑飞龙主编 

2．参考书籍： 

1）心血管麻醉和体外循环  胡小琴主编 

2）体外循环手册    龙  村主编 

3）Cardiopulmonary Bypass Gravlee主编 

4) ECMO手册     龙村主编 

 

五、考试和考核 

（一） 受训人员培训基本内容登记、考核所有受训人员须将当天完成的

训练内容如实填入“体外循环培训基本内容登记表”（附件 10-表八），并由带教

教师的审核签字。 

（二）每年 8月的第二个周末所有受训人员必须参加体外循环学会主办的

专业笔试，专业考试为 30％的专业基础理论和 70％的临床考题；考题以基本教

材所要求掌握熟悉内容为主。 

（三）考核合格者可申请“体外循环专业技术合格证书”。 



 

 

六、结业和求职： 

只有完成下列训练和考核可由培训基地向用人单位推荐寻求体外循环的临

床工作： 

     1、完成上述所有的临床训练内容和理论学习要求； 

2、受训的其间的各项考核和考试合格； 

3、身体健康； 

 

附件 1  体外循环的基本理论内容 

基础理论： 

1、 掌握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机制，以及预防治疗的原则； 

2、 掌握体外循环各种器械和用品的设计原理； 

3、 掌握心血管系统的解剖和生理以及体外循环期间的血流动力学变化机制； 

4、 掌握体外循环炎性反应的变化机制和防治原则； 

5、 掌握常用心血管活性药物的药效动力学和药代动力学； 

6、 掌握体外循环围期凝血机制改变和血液保护的基本理论外； 

7、 掌握体外循环对心/脑/肺/肾等重要器官影响和减少并发症的基本原则； 

8、 掌握心衰病理生理机制和心脏辅助的原理； 

9、 掌握体外循环氧代谢的特点 

10、 熟悉长期心脏辅助和呼吸辅助的基本方法。 

 

临床理论： 

1、 掌握体外循环设备和用品的性能和使用； 

2、 掌握各种心肌保护的特点和临床使用； 

3、 掌握体外循环脑保护的基本方法； 

4、 掌握体外循环肺保护的基本方法； 

5、 掌握体外循环血液保护的基本方法； 

6、 掌握冠脉搭桥体外循环特点 

7、 熟悉急性呼吸衰竭的病理生理机制和 ECMO原理。 

8、 掌握体外循环中常见意外的原因和处理方法；  

9、 掌握一般体外循环技术； 



 

 

10、 握冠脉搭桥体外循环特点 

11、 掌握瓣膜置换体外循环特点 

12、 掌握冠脉搭桥体外循环特点 

13、 掌握大血管手术体外循环特点 

14、 掌握小儿体外循环特点 

15、 掌握体外循环中的各种用药； 

16、 低温的病理生理 

 

附件 2 体外循环训练要求 

1．临床总工作日：236 天（计算方法：每年非临床日：104 天周末 + 5 天教学 + 10

天休假 + 10天法定假日 = 129天每年应完成临床工作日 =365 – 129 = 236天 

2．体外循环技能 

常规体外循环心脏手术主机共 200例心脏瓣膜病手术体外循环      60例 

冠脉搭桥手术体外循环       40例 

一般先心病体外循环         60例 

婴幼儿和新生儿手术体外循环 20例 

大血管手术体外循环         20例 

3．理论学习 

基础理论课 10次 

临床理论课 15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