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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集成式多功能急救单元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船用集成式多功能急救单元（简称急救单元）的一般要求和详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船舶上在发现伤病员的急救现场和急救后运送至后方医院途中所需提供紧急通

气、液体输注、除颤等紧急医学救治的集成式多功能急救单元的设计和制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9706.1 医用电气设备 第1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GB/T 17626.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SB05-1426—2001 漆膜颜色标准样卡

GJB 151B—2013 军用设备和分系统电磁发射和敏感度要求和测量

GJB 1856A—2008 后勤装备研制及选型的标准化要求

GJB 2873 军事装备和设施的人机工程设计准则

CB 1146.6—1996 舰船设备环境试验与工程导则 第6部分：冲击

CB 1146.8—1996 舰船设备环境试验与工程导则 第8部分：倾斜和摇摆

CB 1146.9—1996 舰船设备环境试验与工程导则 第9部分：振动

CB 1146.11—1996 舰船设备环境试验与工程导则 第11部分：霉菌

CB 1146.12—1996 舰船设备环境试验与工程导则 第12部分：盐雾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集成式多功能急救单元 integrated multifunctional first aid unit

融合呼吸、输液、监护等功能，为危重症患者提供机械通气、心电监护和液体输注等生命支持的装

置。

4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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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急救单元的设计和布置应满足船舶总体设计的要求。

4.2 急救单元应按设计定型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4.3 标准零部件选型应符合 GJB 1856A—2008 的要求，且应满足船用环境条件的要求。

5 详细要求

5.1 设计与结构

5.1.1 组成

急救单元主要由主机和附件包组成，其中主机由主机箱、生命体征监测模块、机械通气模块、液体

输注模块、人机交互模块、控制系统模块、电源模块、滤波器模块等组成。急救单元主机组成示意图见

附录A。

5.1.2 主机箱

5.1.2.1 主机箱由前盖和后盖组成，前盖和后盖之间通过螺钉连接形成一个整体。

5.1.2.2 主机箱箱体采用铝合金材质，可通过快速拆卸的金属螺旋或卡箍连接装置适配制式担架及壁

挂。

5.1.2.3 主机箱一侧预留生命体征监测模块、机械通气模块的功能接口；另一则预留液体输注模块以

及通讯端口接口；主机箱后盖预留散热通风口和氧传感器更换窗口。

5.1.3 生命体征监测模块

生命体征监测模块主要包括心电、呼吸率、体温、血氧、血压和呼吸末二氧化碳等生理信号采集模

块。

5.1.4 机械通气模块

机械通气模块由涡轮风机、主控电路板、电机驱动板、通气主气路和空氧混合气路构成，采用电动

电控方式工作。

5.1.5 液体输注模块

液体输注模块采用挤压式泵结构，由直流无刷电机通过减速装置驱动凸轮轴转动。

5.1.6 人机交互模块

人机交互操作界面选用不小于10 in液晶显示屏，采用触控和飞梭双路冗余控制。

5.1.7 控制系统模块

采用嵌入式开发技术通过串口通信协议实现数据传输装置等底层硬件的集成。控制系统预留数据和

界面接口，可外挂接入B型超声诊断设备（简称B超）。

5.1.8 电源模块

电源模块具备宽范围电源输入适应能力，在更换外部电池时，可满足急救单元不中断工作。锂电池

具备宽温适应能力，在无市电情况下，可满足急救单元持续工作。

5.1.9 滤波器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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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器对电源线中特定频率、频点进行有效滤除，消除电网中的干扰机噪声。

5.1.10 附件包

附件包主要包含以下附件：

a) 导联线缆、袖带、体温探头等生命体征监测模块附件；

b) 呼吸管路、呼吸面罩等机械通气模块附件；

c) 血氧、一次性输液器；

d) 氧气瓶（容积不小于 2 L）；

e) 电源适配器等。

5.2 功能

5.2.1 急救单元基本功能是对危重伤病员的生命体征监测、机械通气、液体输注等生命支持。

5.2.2 生命体征监测模块主要功能如下：

a) 心电监测：标准胸前 12 导联，具备导联脱落报警、抗除颤及电刀干扰等能力；

b) 呼吸监测：阻抗呼吸；

c) 体温监测：2 路及以上体温；

d) 血氧饱和度监测：血氧值和脉率；

e) 血压监测：具备单次、定时、连续测量等模式；

f) 监测呼吸末二氧化碳。

5.2.3 机械通气模块主要功能如下：

a) 呼吸模式：具备压力辅助/控制通气，容量辅助/控制通气，同步间歇指令通气、持续气道正压

通气和窒息通气模式；

b) 具备呼气末正压、氧气浓度控制；

c) 氧气气源可接入高压氧气源和低压氧气源。

5.2.4 输液模块主要功能如下：

a) 具有阻塞报警功能；

b) 具有气泡报警功能；

c) 具有泵门打开报警功能。

5.3 性能

5.3.1 基本性能参数

5.3.1.1 生命体征监测参数

生命体征监测参数指标如下：

a) 心电监测参数：心率测量范围为（20～250）次/分钟（BPM）；

b) 呼吸监测参数：呼吸率测量范围为（5～99）BPM；

c) 体温监测参数：体温测量范围为（0～50）℃，显示精度不大于 0.1 ℃, 测量精度不大于 0.2 ℃；

d) 血氧饱和度监测参数：血氧值测量范围为 0～100%，脉率测量范围为（20～250）B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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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血压监测参数：收缩压测量范围为（60～250）mmHg；舒张压测量范围为（30～180）mmHg；脉

搏测量范围为（30～250）BPM；

f) 呼吸末二氧化碳监测参数：测量范围为（0～114）mmHg。

5.3.1.2 呼吸通气控制参数

呼吸通气控制参数指标如下：

a) 驱动形式：电动电控；

b) 呼吸频率：（10～120）BPM；

c) 呼吸潮气量：（50～2000）mL；

d) 每分钟通气量：≥40 L/min；

e) 呼气末正压：≥（0～45）cmH2O；

f) 空氧混合浓度：21%～100%；

g) 氧气进气压力：高压氧气源压力范围为（0.28～0.60）MPa，低压氧气源压力范围为（0.03～

0.10）MPa。

5.3.1.3 液体输注参数

液体输注参数指标如下：

a) 输液速度：（1～1200）mL/h，且连续可调；

b) 输液流量最大允许误差：±5%。

5.3.2 作业能力

急救单元作业能力要求如下：

a) 可在急救现场和转运途中对患者实施生命体征监测、机械通气、液体输注等救治与生命支持；

b) 可快速装载于制式担架上和船体壁挂；

c) 展收时间不超过 2 min。

5.3.3 电源模块

电源参数指标如下：

a) 交流（AC）：（100～240）V，50 Hz /60 Hz；

b) 直流（DC）：（12～36）V；

c) 内置电池连续工作时间：25 ℃时，不小于 4 h，更换电池时急救单元不中断工作。

5.3.4 电磁兼容性

急救单元应符合GJB 151B—2013中CE101、CE102、CS101、CS106、CS114、CS115、CS116、RE101、

RE102、RS101、RS103规定的电磁兼容性要求。

5.3.5 电气性能

5.3.5.1 主机箱泄漏电流、介电强度应符合 GB 9706.1 的要求。

5.3.5.2 主机箱外壳防护等级应满足 GB/T 4208—2017 规定的 IP54 的要求。

5.3.5.3 主机箱静电放电应符合 GB/T 17626.2 的要求。

5.4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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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主机（除附件包外）外形尺寸（长度×宽度×高度）宜不超过 520 mm×165 mm×230 mm，且应

符合舱室布置和设备规格书要求。

5.4.2 附件包外形尺寸（长度×宽度×高度）宜不超过 500 mm×300 mm×220 mm，且应符合舱室布置

和设备规格书要求。

5.5 重量

5.5.1 主机（除附件包外）理论重量（含内部电池）宜不超过 9 kg。

5.5.2 附件包理论重量（含标配附件）宜不超过 7 kg。

5.5.3 急救单元重量正偏差应不超过理论重量的 4%。

5.6 颜色

5.6.1 急救单元外部颜色应采用符合 GSB05-1426—2001 要求的海军灰（75B05），颜色与标记应进行

无反光处理。

5.6.2 急救单元表面颜色应均匀，无明显色差。

5.7 接口

5.7.1 急救单元应设有内外部接口，用于功能扩展、通讯和数据交换。

5.7.2 主机外部接口如下：

a) 1 个 RS232 接口；

b) 1 个 USB2.0 接口；

c) 1 个以太网 RJ45 接口；

d) 1 个 12 心电导联线接口；

e) 2 个体温接口；

f) 1 个血氧接口；

g) 1 个血压接口；

h) 1 个呼吸通气接口；

i) 1 个差压接口；

j) 1 个高压氧接口；

k) 1 个呼吸末二氧化碳接口；

l) 1 个呼气末正压接口；

m) 1 个电源接口。

5.7.3 主机内部接口如下：

a) 4 个 RS232 接口；

b) 2 个 USB 接口；

c) 1 个 LVDS 接口；

d) 1 路 GPIO 接口；

e) 1 个电源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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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人机工程

急救单元人机交互工程设计应符合GJB 2873的要求，其交互界面具体要求如下：

a) 报警显示区：显示各种情况的报警信息，报警时该区域会闪烁，并显示报警的文字内容信息；

b) 心率显示区：显示患者当前的心率次数（BPM）；

c) 体温显示区：显示体温所设置的报警上下限和实际数值；

d) 血氧与脉率显示区：该区域显示患者当前的血氧饱和度值和脉率值，以及各自设置的报警上下

限；

e) 呼吸频率显示区：显示患者当前呼吸的频率，以及所设置的报警上下限；

f) 呼气末二氧化碳显示区：显示呼气末二氧化碳参数的报警上下限、实际数值（0 值显示为“-”）

和报警提示；

g) 血压显示区：显示患者最近一次所测量的血压值（收缩压/舒张压）和平均压，同时显示所设

置的报警上下限；

h) 输液设置显示区：显示当前输液的状态、输液流速和报警提示；

i) 呼气末二氧化碳波形显示区：显示患者呼气末二氧化碳的变化规律和情况；

j) 呼吸波形显示区：显示患者呼吸的变化规律和情况；

k) 脉搏曲线显示区：显示患者脉搏的变化规律和情况；

l) 心电曲线显示区：显示患者心电的情况和变化；

m) 界面冻结键：显示界面和曲线的冻结；

n) 软件版本号：软件当前使用的版本号；

o) 菜单键：显示菜单设置栏；

p) 呼吸通气设置显示区：设置、启动/停止呼吸通气功能，并显示当前呼吸通气的状态、潮气量、

通气频率、PEEP、氧气浓度和报警提示；

q) 界面锁定指示：显示设备主界面当前锁定的开/关状态；

r) 电池电量指示：显示电池当前的电量情况；

s) 报警声音状态指示：显示设备当前报警声音的开/关状态；

t) 日期和时间显示区：显示当前的日期和时间。

5.9 外观质量

5.9.1 主机箱外形应无扭曲、变形现象；主机箱箱体表面光滑、平整，无明显毛刺、凸起或凹陷。

5.9.2 零部件表面应光滑，边缘和边角倒角，不应有毛刺、斑点等影响使用和降低强度的缺陷。

5.9.3 贴膜与金属面板粘贴应牢固，无褶皱、气泡、起鼓现象；显示屏安装后，四周与主机箱箱体配

合严密，无缝隙、卷边、翘角现象。

5.9.4 电路焊接应无错焊、虚焊、假焊、桥接，注意极性及位置；焊点干净，无毛刺；接插件标志应

清晰，连接牢固。

5.9.5 组装完成后，应将多余的螺纹胶、碎屑等清理干净，表面油污擦洗干净。

5.9.6 外露金属件不应有锈蚀等外观质量缺陷；标志、符号、文字应齐全、正确、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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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环境适应性

5.10.1 工作温度

急救单元在（-15～46）℃的环境温度下应能正常工作。

5.10.2 贮存温度

急救单元在（-55～70）℃的环境温度下贮存。

5.10.3 相对湿度

急救单元在以下空气相对湿度条件下，应能可靠工作：

a) 温度不高于 45℃时，相对湿度为 95%；

b) 温度高于 45℃时，相对湿度为 70%。

5.10.4 盐雾

急救单元在CB 1146.12—1996规定的盐雾环境条件下工作，主要金属零部件表面应无锈蚀和脱落现

象。

5.10.5 太阳辐射

急救单元在太阳辐射强度为1120 W/m2的条件下，应能可靠工作。

5.10.6 淋雨

急救单元在降雨强度为2 mm/min、持续时间1 h的淋雨条件下，应能可靠工作。

5.10.7 霉菌

急救单元应能防止各类霉菌、真菌、白蚁和啮齿类动物的有害影响。有霉菌存在时，急救单元绝缘

件和涂覆件表面长霉程度应不超过CB 1146.11—1996中规定的Ⅱ级长霉等级。

5.10.8 振动

急救单元在CB 1146.9—1996规定的振动条件下，应能可靠工作。

5.10.9 倾斜和摇摆

急救单元在 CB1146.8—1996 规定的倾斜和摇摆条件下，应能可靠工作。

5.10.10 冲击

急救单元应满足CB 1146.6—1996规定的A级抗冲击要求。

5.11 可靠性

急救单元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应不小于240 h。

5.12 维修性

急救单元平均修复时间（MTTR）应不大于0.5 h。

5.13 安全性

5.13.1 急救单元应能在下列情况下发出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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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钟通气量、氧浓度、潮气量高低限；

b) 气道压力高限；

c) 管路脱落；

d) 窒息；

e) 机内备用电池电压过低；

f) 输液泵堵塞；

g) 输液泵出现气泡；

h) 输液泵泵门打开；

i) 导联脱落；

j) 血压、脉率、体温、血氧、呼末二氧化碳参数高低限。

5.13.2 急救单元应具有当前报警、最近报警、历史报警等多种报警机制，具体要求如下：

a) 当前报警：正在发生的报警信息，根据优先级和发生报警的时间先后排列，并显示持续时间、

报警类型、优先级；

b) 最近报警：发生过的报警信息，根据优先级和发生报警的时间先后排列，并显示持续时间、报

警类型、优先级，可手动清除；

c) 历史报警：手动清除过的报警，根据优先级和发生报警的时间先后排列，并显示持续时间、报

警类型、优先级。

5.14 船上安装与固定

急救单元船上安装与固定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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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急救单元主机组成

急救单元主机组成示意图如图A.1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1——机械通气模块；

2——生命体征监测模块；

3——护角；

4——把手；

5——人机交互模块；

6——液体输注模块；

7——B超连接插头；

8——控制系统模块；

9——电源模块；

10——滤波器模块；

11——主机箱。

图 A.1 急救单元主机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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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船上安装与固定

B.1 船上安装

B.1.1 急救单元在船上安装时，应采取加装减震钢丝绳等适当的减振措施。

B.1.2 急救单元一般通过锁紧螺钉固定在固定座上，在船舶舱内固定平台或舱壁上简支梁结构上打孔，

通过螺栓将固定座与固定平台或舱壁上简支梁结构固定。船上安装示意图见图 B.1。

标引序号说明：

1——船用集成式多功能急救单元；

2——托板；

3——减震钢丝绳；

4——固定板；

5——锁紧螺钉；

6——螺纹紧固柱；

7——限位固定柱。

图B.1 船上安装示意图

B.1.3 固定座主要由托板、减震钢丝绳和固定板组成，托板和固定板之间连接减震钢丝绳，在 5.10

规定的冲击、振动、盐雾环境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B.1.4 托板宜采用铝合金材质，且设计有固定限位孔和锁紧固定孔，能与主机固定。

B.1.5 减震钢丝绳应能承受不小于 360 N 的径向载荷。

B.1.6 固定板宜采用铝合金材质，且设计有等间距的螺纹固定孔，能与舱内固定平台或舱壁上简支梁

结构固定。



T/CANSI 122—2023

11

B.1.7 固定座应连接牢靠，锁紧螺钉和连接螺栓的强度等级和数量应满足急救单元 120%承载能力的要

求。

B.2 担架固定

一般通过挂板上的挂钩与担架及支撑物相连接，实现固定要求。担架固定示意图见图B.2。

标引序号说明：

1——挂板；

2——紧定螺钉。

图B.2 担架固定示意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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