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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 询 通 告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 

机载应急医疗设备配备和训练 

 

1   依据 

1.1 本咨询通告依据《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

则》（CCAR-121-R2）X 章-应急医疗设备和训练、附件 B-急救箱和应急

医疗箱等规定制定。 

2   目的 

2.1 为实施载客运行的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合格证持有人（以下简

称合格证持有人）机载应急医疗设备的配备、制定机组成员处置飞行

中医学事件的训练计划及相关训练提供指导。 

3   应急医疗设备 

3.1 应急医疗设备的配备 

3.1.1需配备的飞机是指使用最大起飞全重超过5700千克的多发飞机

实施的定期载客运输飞行和使用旅客座位数超过 30 座或者最大商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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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3400 千克的多发飞机实施的不定期载客运输飞行的飞机。 

3.1.2 应急医疗设备包括：根据飞机载客座位数量确定的必须配备经

批准的最少数量的急救箱及箱内配备的医疗用品；以及载运旅客并且

配备客舱机组的飞机上至少配备经批准的一只应急医疗箱及箱内配备

的医疗用品和物品。 

3.1.3 合格证持有人应指定医疗专业技术机构和人员负责机上应急医

疗设备配备。 

3.1.4 每架飞机在载客运行中至少配备的急救箱数量，如下表： 

 

旅客座位数 急救箱数量 

0－50 1 

51－150 2 

151－250 3 

251 以上 4 

 

3.1.5 每只急救箱内至少配备的医疗用品，如下表： 

项  目（规格） 数  量（单位） 

绷带（5列） 5 卷 

绷带（3列） 4 卷 

消毒棉签 20 支 

敷料（10×10cm） 8 块 

三角巾 5 条 

止血带 1 条 

外用烧伤药膏 3 支 

手臂夹板 1 付 

腿部夹板 1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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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布，1cm、2cm（宽度） 各 1 卷 

剪刀 1 把 

橡胶手套或者防渗透手套 1 付 

 

3.1.5.1 急救箱内医疗用品规格要求 

绷带：系指脱脂绷带，规格标准为 600cm×24cm； 

三角巾：可选择经过压缩、灭菌处理的； 

夹板：系指航空器固定配备的经批准的夹板或者采用可进行任意

折叠和弯曲的钢丝夹板、可塑性夹板； 

胶布：系指医用胶布； 

剪刀：系指医用普通手术剪（直圆）； 

橡胶手套或者防渗透手套：系指医用橡胶手套或者具有防止化学

物、血液渗透的已消毒手套。 

 

3.1.6 每只应急医疗箱内至少配备的医疗用品和物品，如下表： 

 

项  目（规格） 数  量（单位） 

血压计 1 个 

听诊器 1 付 

口咽气道（三种规格） 各 1 个 

注射器和针头 

（用药所需的各种规格） 
4 支 

50%葡萄糖注射液 60ml 

1:1000 肾上腺素单次用量安瓿 2 支 

盐酸苯海拉明注射液 2 支 

硝酸甘油片 10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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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消毒剂 适量 

消毒棉签 40 支 

箱内医疗用品清单 

和药物使用说明 
1 份 

 

 

3.1.6.1 应急医疗箱内医疗用品规格要求 

口咽气道（口咽通气道）：系指在现场急救和心肺复苏中，限制舌

后坠，维持开放气道，保持伤患者气道畅通而使用的口咽通气道。其

三种规格系指 40mm 至 120mm 规格中，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其中

的三种规格。 

注射器和针头：应配备一次性使用注射器（含针头）。配备规格为

2ml 注射器 2支，用于 1:1000 肾上腺素皮下或者肌内注射和盐酸苯海

拉明注射液深部肌内注射。10ml、20ml 注射器各 1 支，用于 50%葡萄

糖注射液快速静脉注射。 

硝酸甘油片：规格为 0.5mg/片，舌下含服每次 0.25～0.5mg，间

隔 5分钟可再次服用，一日不超过 2mg。 

50%葡萄糖注射液：箱内配备总量为 60ml，选用规格为 20ml/支。 

皮肤消毒剂：可选用碘类、醇类、酚类、洗必泰类、季胺盐类或

植物（中草药）类等皮肤消毒剂，选用时应注意包装严密，消毒剂不

应对航空器和运行存在不安全影响。 
3.1.7 急救箱和应急医疗箱的使用记录和报告 

3.1.7.1 急救箱和应急医疗箱内应附有“医疗用品和药品清单”，式样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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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用品和药品清单 

航空公司名称： 机型/机号： 

负责配备的部门： 配备时间： 配备负责人签名： 

使用和补充记录 
医疗用品或药品

名称 
规格 数量 

配备

时间 

最后检查

时间/检查

人员签名 使用时间
使用

数量

补充时间和

数量 

使用有效期及

需更换的时间

         

         

         

         

         

         

         

         

         

         

         

         

         

 

3.1.7.2 按照 CCAR-121 部第 121.705 条的规定，合格证持有人及时将

飞行中发生的紧急医疗事件和应急医疗设备、药品使用情况作出记录

并及时报告局方。 
3.1.7.3 应急医疗箱内应附有“配备药品使用说明”。 
3.1.7.4 急救箱和应急医疗箱的设计、选用应便于在客舱内放置，具

备有防尘、防潮和防不良温度损害。 

3.2 应急医疗设备的批准和持续监督 

3.2.1 应急医疗设备的箱体及箱内医疗用品、药品、物品的配备应经

过局方的批准。局方负责对合格证持有人应急医疗设备的持续监督。 

3.2.2 在运行合格审定时，合格证持有人应提供应急医疗设备配备数

量、箱体规格尺寸、医疗用品及药品的种类和数量、生产厂商、医疗

用品和药品清单、指定配备应急医疗设备机构名称和资质证明等资料，

报请局方进行机载应急医疗设备的批准。 

3.2.3 局方依据 CCAR-121-R2 和本通告规定进行审定、批准。 

3.2.4 合格证持有人根据局方批准的项目进行机载应急医疗设备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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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并在运行中始终符合局方批准的要求。 
3.2.5 合格证持有人应急医疗设备列入局方航空监察项目。局方根据

应急医疗设备的批准项目，对合格证持有人实施持续监督。 

3.3 应急医疗设备的使用 

3.3.1 应急医疗设备及医疗用品、物品配备后，应采取措施对每个箱

体使用封条进行封箱，并签注配备日期。封箱后保管、存放、运输、

交接直至在飞机客舱中放置，均应有专人负责并符合药品保存及其他

卫生要求。 

3.3.2 急救箱应均匀放置在客舱中易于取用的位置，不适于装在急救

箱内的手臂夹板和腿部夹板可存放在距离急救箱尽可能近的易于取用

的位置；应急医疗箱应放置在客舱中易于机组人员取用的位置。 

      应急医疗设备放置位置应有明确的标示。 

3.3.3 应急医疗设备使用条件 

（a）飞行期间小的紧急事件造成的旅客或者机组人员受伤的应急处

理。 

（b）飞行期间旅客或者机组人员的意外受伤或者医学急症的应急处

理。 

（c）急救箱应用于对旅客或者机组人员受伤的止血、包扎、固定等应

急处理。 

（d）应急医疗箱应用于对旅客或者机组人员意外受伤或者医学急症的

应急医疗处理，其使用应满足以下条件： 

（1）使用非处方药物，应由伤（患）者或同行人员的签署同意； 
（2）使用处方药物，应有专业医疗急救人员的诊疗和指示，或伤

（患）者随身携带有注册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的医嘱，或由机上

具有注册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医疗人员使用； 

（3）使用各种医疗器械，应由注册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专

业医疗急救人员使用，或在其指导下使用。 
3.3.4 合格证持有人应在运行手册中明确客舱应急医疗设备的检查周

期，并定期进行检查。检查周期应不大于医疗用品和药品的最短有效

使用期。 
检查内容包括医疗用品和药品是否在有效使用期内、医疗用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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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是否完好无损和缺失、品类和规格是否齐全、使用情况记录是否

完整、医疗用品和药品的补充是否及时、应急医疗设备箱体是否封存

完好、应急医疗设备在客舱内是否分布均匀并有明显标示等。 

定期检查应记录检查情况、检查时间和检查人，并记录在“医疗

用品和药品清单”上。 
3.3.5 合格证持有人在载客运行时，应始终保持应急医疗设备的配备

数量、种类和有效性符合运行合格的最低要求。 
    应急医疗设备在一次运行中使用后，如配备数量、种类低于

CCAR-121 部规定的要求，合格证持有人应在本次运行后立即予以补充

或更换。一次运行是指除技术经停外，在飞行任务规定的 1 个航程内

无旅客中途登乘飞机的运行。 
4   应急医疗训练 

4.1 合格证持有人应按照 CCAR 121.419（b）（2）（ⅱ）和 CCAR 121.419

（b）（3）（ⅳ）款规定，在针对每一型别、厂家、构型的飞机、每一

机组必需成员、每一运行种类的训练大纲中，应包括应急医疗初始训

练和复训提纲。 

4.2 应急医疗训练应由取得医疗救护培训师资资格的人员担任教员。

应急医疗训练应具备训练种类要求的固定场所、设施和装备。 

4.3 应急医疗训练的内容 

4.3.1 应急医疗训练包括一般应急医疗训练和特需应急医疗训练。并

相应在一般应急生存训练和飞机特需训练中分别设置训练课程段。 
4.3.2 应急医疗训练应包括基本知识讲授、技能演示、实践操作等。

训练考核包括知识、技能和操作的考核。 

4.3.3 一般应急医疗训练是结合飞机的型别、厂家、构型、运行种类

和特点设定的完成应急医疗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包括急救箱的位置、

箱内医疗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以及根据运行种类、特点，机组成

员所必需掌握的呼吸原理、生理组织缺氧、高空不供氧情况下的有知

觉时间、减压物理现象等方面的知识。 

（a）一般应急医疗训练应包括应急演练训练和紧急情况训练。 

（b）应急演练训练是指应急医疗设备的位置、箱内医疗用品的功

能和使用方法、高空减压和组织缺氧等特定项目知识的培训和练习。

包括医疗用品名录和使用条件、应用范围、基本操作技能、高空呼吸

原理、高空减压和组织缺氧、紧急事件时机组成员之间协调、应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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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等知识。 

（c）紧急情况训练是指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实施交通卫生

检疫的应急反应措施。包括紧急情况报告、污染源或伤病人员的临时

隔离、舱内人员健康保护、环境紧急消毒处理等知识和技能。 

（d）机组成员都必须进行一般应急医疗训练。 

4.3.4 特需应急医疗训练是针对旅客、机组成员的医学急症或者在紧

急事件时的意外受伤，使用应急医疗设备实施急救的知识和技能的培

训和练习。包括创伤止血、现场包扎、骨折固定、搬运护送、心肺复

苏、妊娠旅客紧急情况处置等技能。 

（a）机组成员应掌握创伤现场救护的目的：抢救、延长伤病人生

命、减少出血、防止休克、保护伤口、固定骨折、防止并发症、快速

的搬移转运。 

（b）机组成员应掌握急救箱内医疗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包括

指压止血、包扎止血和止血带止血的适用情况、基本方法和出血救治

流程、绷带及三角巾现场包扎方法、开放伤现场处理方法、不同类型

骨折固定方法、搬运护送原则和方法等知识和技能。 

（c）客舱乘务员应掌握心肺复苏（CPR）知识和基本操作。包括：

呼吸（肺）复苏、气道梗塞急救、心脏复苏、基本生命支持流程等知

识和技能。 

（d）机组成员应了解应急医疗箱位置、箱内医疗用品名录及其基

本知识，在旅客或者机组成员意外伤病和医学急症时，能够配合执业

医师或者专业急救人员，使用箱内医疗用品实施现场医疗救护。 

4.4 应急医疗训练的复训 

4.4.1 合格证持有人应实施一般应急医疗训练和特需应急医疗训练的

复训，必须为定期复训编制单独的一般应急医疗训练和特需应急医疗

训练课程段，并获得局方对该课程段的批准。 
4.4.2 机组成员至少每 24 个日历月接受一次一般应急医疗训练，包括

应急演练训练和紧急情况训练。 

4.4.3 特需应急医疗训练包括二种复训要求： 

（a）飞行机组成员至少每 24 个日历月接受一次特需应急医疗训

练，或结合模拟机定期复训进行。 

（b）客舱乘务员至少每 12 个日历月接受一次特需应急医疗训练。 

4.5 应急医疗训练的小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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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应急医疗训练包括初始训练和复训的小时数要求。 

4.5.2 应急医疗初始训练的小时数要求：一般应急医疗训练至少 10

小时，其中操作演示和技能实践不少于 4 小时；特需应急医疗训练至

少 12 小时，其中操作演示和技能实践不少于 6小时。 

4.5.3 应急医疗复训的小时数要求：一般应急医疗训练至少 3 小时，

其中操作演示和技能实践不少于 1 小时；特需应急医疗训练至少 5 小

时，其中操作演示和技能实践不少于 2小时。 
4.6 本咨询通告不要求合格证持有人及其代理人在实施载客运行时提

供专业的应急医疗服务。应急医疗训练不要求机组成员的应急医疗措

施取代或者达到执业医师和专业急救人员的医疗救护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