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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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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医学救援协会急救分会和中国田径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医学救援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医学救援协会、中国田径协会、上海浦东新区第一反应志愿服务中心、上海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昆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浙江省

人民医院、四川省凉山州急救中心、上海急诊医师协会、上海马拉松医学研究所、上海救要救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杭州飞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安标准（北京）

医学研究院、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宗浩、陆乐、钟雯彬、陆韬宏、戴阳、顾帮朝、杨桦、陆一鸣、彭碧波、蔡

文伟、喇建康、阳杰、高丁、陈辉、王韧、王莉、张瑛瑛、陆莺、李小白、毛大庆、马宏贇、李永生、

刘岳、丁涛、李长征、陶婷婷、任志刚、李璐、侯斌、廖育鲲、倪震楚、尤晓彤、徐瑞、杨溢、孙翀、

安佰京、卢阳光、吕宗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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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以全程和半程马拉松赛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近十年来数百场次的国内外马拉松的赛事医

疗保障的相关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赛事公司和第三方专业机构的管理办法、实际案例和相关文献

进行深入调研和认真总结，对马拉松赛事现场医疗保障人员的配置提出了要求。 

本文件是为了保障参加马拉松赛事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减少健康危害和生命损失，避免发

生公共安全责任事件，推动马拉松运动健康发展而制定。本文件的制定能够为马拉松赛事现场医疗保障

人员的基本要求、配置要求和组织管理提供规范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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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规定了马拉松赛事现场医疗保障人员的基本要求和医疗保障人员的配置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赛道具备救护车通行条件的马拉松赛事中，赛事组织委员会对赛事期间现场医疗保

障人员的配置。 

0! 3145678!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9! :;<=>!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

?@ABC!DEFEGHIJ!FEKL!

赛道距离为42.195km或21.0975km的跑步赛事。 
!"赛道距离为42.195km的赛事称为全程马拉松赛事，赛道距离为21.0975km的赛事称为半程马拉松赛事。#

!

BCMNOPQ!!FEKL!IFREJSTSJR!KIDDSGGLL!

负责赛事的全面工作，保障赛事顺利进行的组织。 
!"一般由赛事所在地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协会、赛事公司和行业专家等机构或个人组成。所在地政府相关部门包

括但不限于文体、医疗卫生、公安和消防等机构。 

!

UVWXYZ!!DL[SKE\!KIDDEJ[!KLJGLF!!

用于赛事医疗指挥工作的专用场所。 

!

UV]!DL[SKE\!!^GEGSIJ!

在赛道沿途和起终点设置的用于提供赛事医疗救护服务的专用场所。 
!"一般为赛事中临时搭建的帐篷或遮阳篷。 

!

UVWXYZ_P!!DL[SKE\!KIDDEJ[!KLJGLF!^GE``!

在医疗指挥中心进行赛事医疗保障的组织、指挥和协调的管理者。 

!

abcd_P!!`SF^G!ES[!^GE``!

在救护车医护人员或医疗站医护人员到达之前实施现场急救处置的志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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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Ue_P!!EDgh\EJKL!^GE``!

救护车上配备的提供医疗救护的医师、司机等随车人员。 

!

UV]Ue_P!!DL[SKE\!^GEGSIJ!^GE``!

医疗站内配备的提供医疗救护的医师和护士。 

i! jklmn;!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L：同时举办全程、半程马拉松赛事时，半程马拉松独立赛道的距离，单位为km。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ED：自动体外除颤器（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 opqr 

马拉松赛事现场医疗保障人员应由医疗指挥中心人员、现场急救人员、救护车医护人员和医疗站

医护人员组成。 

st救护车医护人员和医疗站医护人员一般由医师和护士组成。 

马拉松赛事现场医疗保障人员应参加赛前培训和演练。 

医师应具备医师执业证书，护士应具备护士执业证书。 

马拉松赛事现场医疗保障人员应具备正确实施心肺复苏和使用 AED的能力。 

马拉松赛事现场医疗保障人员数量应满足表 A.1、表 A.2 和表 A.3的要求。 

$! uvqr!

UVWXYZwMNxy<_Pzv!

$#"#"! 医疗指挥中心人员应按图 1 的要求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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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VWXYZ_PMNxy{!

$#"#0! |WX!

$#"#0#"! 应由 1 人担任，应由赛事所在地政府或上级政府的医疗卫生部门任命，明确其在赛事医疗保

障工作的指挥职责，赋予其赛时组织指挥并统筹赛事所在地或所在地区、现场和场外医疗卫生资源权力。 

$#"#0#0! 应具备对突发事件和医疗保障的总体指挥及沟通协调的能力，应具备大型活动医疗保障应急

管理的经验。 

$#"#0#9! 应组织专家和相关人员在赛前进行医疗保障的风险评估、编制赛事医疗保障方案。 

$#"#0#i! 应负责组织赛前培训及演练，培训内容应包含本次赛事医疗保障的岗位职责、时间、地点和

天气等要素，演练应采用讨论型演练或实操型演练的形式。 

$#"#0#'! 应根据现场情况和应急处置组组长的建议，决定人员和物资的紧急调配。 

$#"#0#$! 应根据现场情况和首席医疗官的建议，向赛事组织委员会提出临时终止比赛等重大决策的建

议。 

$#"#9! }~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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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应由 1人担任，由总指挥提名，由赛事所在地政府或上级政府的医疗卫生部门任命。 

$#"#9#0! 应为来自医院或急救中心的行业专家，应具备 5 场及以上同等规模赛事医疗保障经验，宜具

备急诊医学专业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 

$#"#9#9! 应负责向总指挥提供赛事风险、医疗救治等建议，应对应急处置组按表 B.1 要求收集的信息

进行确认后提交至总指挥。 

$#"#i! �|WX!

$#"#i#"! 应由总指挥任命。应负责协助总指挥做好相关工作，可兼任应急处置组组长。 

$#"#i#0! 应熟悉赛事现场急救技能和装备，应具备赛事现场急救指挥协调能力，应具备 5 场及以上同

等规模赛事医疗指挥经验。应按表 C.1 要求收集指挥中心人员信息，并与应急处置组按表 C.1 要求收集

的现场急救人员、救护车医护人员和医疗站医护人员信息进行汇总、确认后提交至总指挥。 

$#"#'! �c�vM_P!

$#"#'#"! 应急处置组应由现场急救指挥员、救护车调度员和医疗站协调员组成。 

$#"#'#0! 应急处置组应设 1名组长，组长应由总指挥任命，应负责配合总指挥组织开展培训和演练，

应负责配合总指挥完成所有紧急医疗事件的应急处置，应负责按表 B.1 的要求收集信息并提交至首席

医疗官，应负责将现场急救指挥员、救护车调度员和医疗站协调员按表 C.1 的要求收集的人员信息汇总

后提交至副总指挥。 

$#"#'#9! 现场急救指挥员应不少于 2 人，应负责现场急救人员的通信、布岗、点名、处置、转岗、撤

岗和支援等调度指挥，应负责按表 C.1 的要求收集现场急救人员信息，提交至应急处置组组长。现场急

救人员应符合 6.2 的要求。 

$#"#'#i! 救护车调度员应不少于 2 人，应负责救护车的驻点、点名、动态跟踪以及转岗等调度指挥，

应负责按表 C.1 的要求收集救护车医护人员信息，提交至应急处置组组长。救护车医护人员应符合 6.3

的要求。 

$#"#'#'! 医疗站协调员应不少于 1 人，应负责医疗站点的布点、点名、处置、收岗、支援和医疗站物

资信息收集等工作，应负责按照表 C.1 的要求收集医疗站医护人员信息，提交至应急处置组组长。医疗

站医护人员应符合 6.4的要求。 

$#"#'#$! 组长和现场急救指挥员应熟悉赛事现场急救技能和装备，应具备赛事现场急救指挥协调能力，

应具备 5场及以上同等规模赛事医疗指挥经验。 

$#"#'#�! 救护车调度员应具备 5年及以上救护车调度工作经验，宜为来自急救中心的调度主管。 

$#"#$! ����M_P!

$#"#$#"! 综合协调组应由定点医院协调员、卫生防疫协调员和公安交通协调员组成。综合协调组人员

应不少于 1名。 

$#"#$#0! 综合协调组应设 1名组长。组长应由总指挥任命，应负责配合总指挥组织开展赛前培训和演

练，应负责配合总指挥完成各项综合协调工作。 

$#"#$#9! 定点医院协调员应负责定点医院的伤病员收治协调，以及入院、出院信息收集等工作。 

$#"#$#i! 卫生防疫协调员应负责卫生防疫等相关协调工作。 

$#"#$#'! 公安交通协调员应负责解决救护车和医疗保障人员的通行受阻问题，并协调来自公安、交通

的医疗保障需求联络。 

$#"#�! ����M_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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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保障组应由通信保障员组成。通信保障组人员应不少于 1名，应设 1名组长。组长应由

总指挥任命，应负责医疗指挥中心与赛事现场急救人员、救护车和医疗站医护人员的通信保障。 

$#"#�#0! 通信保障员应熟悉无线电紧急通信技能和装备，应具备无线电通信网络管理能力，应有 5 场

及以上同等规模大型活动通信保障经验。 

abcd_P!

$#0#"! ���8!

$#0#"#"! 年龄应满 18 周岁。 

$#0#"#0! 应持有有效期内的急救培训证书，或医师执业证书、护士执业证书。 

$#0#"#9! 应通过赛事现场急救能力考核。 

$#0#0! zvqr!

在有参赛选手的赛段，现场急救人员相隔应不超过300m。 

$#0#9! ��qr!

$#0#9#"! 考官应由医疗指挥中心指派或委托，且是有 10场及以上赛事医疗保障经验的个人或机构。 

$#0#9#0! 考核内容应由基本急救技能和赛事专项技能组成，应满足表 D.1 的要求。 

$#0#9#9! 考官应按表 D.1 的要求，逐个对现场急救人员进行逐项技能考核，并应进行记录。 

$#0#9#i! 考核有效期应不超过六个月。 

$#0#9#'! 赛事组织委员会应保存考核表等记录，并应保证记录的真实完整和可追溯。 

defUe_P!

$#9#"! 每辆救护车应配置至少 1名医师和 1名司机。!

$#9#0! 团队应具备运动损伤和现场急救的处置能力。 

UV]Ue_P!

$#i#"! 每个医疗站应配置至少 1名医师和 1名护士。!

$#i#0! 团队应具备运动损伤和现场急救的处置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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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BCabUV��_P����!

A.1 表A.1规定了全程马拉松赛事现场医疗保障人员最低数量。 

表 A.1 全程马拉松赛事现场医疗保障人员最低数量 

报名参赛选手人数（人） ≤4999 5000～9999 10000～19999 ≥20000 

指挥中心人员（人） 9 12 15 18 

现场急救人员（人）a b 150 180 240 300 

救护车医护人员（组） 15c 15c 21 23 

起点医疗站医护人员（组） 1 1 1 2 

赛道医疗站医护人员（组） 17 17 21 21 

终点医疗站医护人员（组） 1 2 4 8 
a折返型赛道，酌情减少人员数量。 
b不规整赛道，视线恶劣赛道，天气恶劣等情况，酌情增加人员数量。 
c报名参赛选手数量一万人以下，按有选手赛道长度峰值（30km）部署救护车。 

 

A.2 表A.2规定了半程马拉松赛事现场医疗保障人员最低数量。 

表 A.2 半程马拉松赛事现场医疗保障人员最低数量 

报名参赛选手人数（人） ≤4999 5000～9999 10000～19999 ≥20000 

指挥中心人员（人） 9 12 15 18 

现场急救人员（人）a b 75 90 120 150 

救护车医护人员（组） 8c 8c 11 13 

起点医疗站医护人员（组） 1 1 1 2 

赛道医疗站医护人员（组） 8 8 10 11 

终点医疗站医护人员（组） 1 2 4 8 
a折返型赛道，酌情减少人员数量。 
b不规整赛道，视线恶劣赛道，天气恶劣等情况，酌情增加人员数量。 
c报名参赛选手数量一万人以下，按有选手赛道长度峰值（16km）部署救护车。 

 
A.3 表A.3规定了全程、半程马拉松合办赛事现场医疗保障人员最低数量。 

表 A.3 全程、半程马拉松合办赛事现场医疗保障人员最低数量 

报名参赛选手人数（人） ≤4999 5000～9999 10000～19999 ≥20000 

指挥中心人员（人） 9 12 15 18 

现场急救人员（人）a b 150+ [5L] c 180+ [5L]  240+ [5L]  300+ [5L]  

救护车医护人员（组） 15d+ [L/2] 15d+ [L/2] 21+ [L/2] 23+ [L/2] 

起点医疗站医护人员（组） 1 1 1 2 

赛道医疗站医护人员（组） 17+[L/2.5] 17+[L/2.5] 21+[L/2.5] 21+[L/2.5] 
终点医疗站医护人员（组） 2 2 4 8 

a折返型赛道，酌情减少人员数量。 
b不规整赛道，视线恶劣赛道，天气恶劣等情况，酌情增加人员数量。 
c[]表示向上取整数，L表示半程马拉松独立赛道的距离（km）。 
d报名参赛选手数量一万人以下，按有选手赛道长度峰值（30km）部署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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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规定了紧急送院医疗事件记录要求。 

 

� �#"!�c��UVC8���!

  

事件序

号 

时间地点 症状判断 现场处置 
转运及医院

（体外除颤 a） 
患者信息 

首席医疗官 

医疗判断 首次上

报时间 

事发

赛段 

事发位

置(km) 

有无

反应 

有无

呼吸 

失温/ 

中暑 
其他 

心肺

复苏 

体外

除颤 a 
其他 

上车

时间 

入院

时间 

出院

时间 

性

别 

年龄

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a如进行了体外除颤，应将心电图附于本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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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规定了赛事现场医疗保障人员信息汇总要求。 

� &#"!BCabUV��_P�� |�!

 

  

序

号 

岗位 

 类型 a 

岗位 

编号 b 
姓名 

身份 

证号 

手机 

号码 

证书 

类型 

证书 

编号 

证书 

期限 

能力考核 

有效期 c 

指挥人员 

姓名 

指挥人员 

电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a岗位类型分为指挥中心、现场急救、救护车、医疗站四类，编号代码分别为 MC、FA、AM、MS； 
b指挥中心岗位编号按 MC01、MC02……依次编号；救护车岗位编号按 AM01、AM02……依次编号；医疗站岗位编

号按 MS（公里数）……依次编号；现场急救人员岗位编号按 FA0101、FA0102……依次编号，其中前两位数表示组

别，后两位数表示组内编号； 
c现场急救人员应填写能力考核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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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表D.1规定了对赛事现场急救人员的能力考核内容。 

D.2 考核内容包含但不限于表D.1规定的内容，每个现场急救人员应通过全部考核。 

� +#"!abcd_P¡¢���!

技能 技能项 考核内容 是否合格 

基本 

急救 

技能 

心肺复苏 

1.按压深度不小于 5cm； 

2.按压频率每分钟 100次～120次； 

3.按压位置为胸骨下半段； 

4.有效的气道开放和人工呼吸，且中断按压时间不超过 10s； 

5.完整测试 30：2 心肺复苏至少 5组。 

是  □ 

否  □ 

使用 AED 

1.使用与赛事使用 AED的同款训练机； 

2.正确打开 AED电源； 

3.正确贴放 AED电极片； 

4.正确插上电极片，如 AED为预插款，无需测试此步骤； 

5.在 AED分析心率和放电前，张开双臂，警示不能接触患者； 

6.正确按下放电按钮。 

是  □ 

否  □ 

赛事 

专项 

技能 

紧急通信 
1. 正确操作无线电台，按规范进行守听和信息上报； 

2. 如有赛事医疗保障 APP，正确使用 APP进行紧急呼救等操作。 

是  □ 

否  □ 

隐私保护 
1. 正确使用急救毯等遮蔽物，遮挡现场，保护隐私； 

2. 及时阻止非赛事医疗保障人员对现场处置的拍摄。 

是  □ 

否  □ 

针对性技能 

1.急救保温毯使用实操：正确包裹身体及头部，露出面部； 

2.化学冰袋使用实操：成功制冷并放置在正确位置（颈部、腋下、腹

股沟）； 

3.侧卧保护体位技能实操：正确摆放身体及头部，防止发生窒息； 

4.自我防护技能实操：正确脱戴医用手套； 

5.现场处置视频取证技能实操：正确使用手机进行视频记录取证。 

是  □ 

否  □ 

分组演练 
正确完成从发现伤病员倒地-正确识别心脏骤停-紧急上报-心肺复苏-

体外除颤-交接 120 救护车的完整流程。 

是  £ 

否  □ 

考生姓名：                身份证号码：                         是否通过考核：是 £  否 □ 

考官姓名：                考核机构名称： 

考核时间：                考核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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