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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循环分会（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ｈＳＥＣＣ）每年进

行的中国心脏外科手术和体外循环数量调查工作已

经连续进行了 ９ 年。 调查报告以白皮书形式公开发

布，旨在为体外循环专业学科发展、相关产业战略规

划以及政务政策制定等方面提供参考信息。 ２０１９
年我国（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心血管外科手术及

体外循环数据调查信息如下。

１　 调查反馈情况

２０１９ 年调查表发送至全国 ７５７ 家医院，反馈

７２４ 家，回馈比例高达 ９５．６％，反馈率系连续 ９ 年来

最高水平。 开展心脏外科手术的医院数量较 ２０１８
年调查结果增加了 ３０ 家，逆转了过去 ３ 年不断减少

的势头。 其中 １９ 个省市自治区（包括香港特别行

政区）调查反馈率 １００％，全国各医院对体外循环学

会数据调查的参与和认可进一步获得提升。

２　 数据汇总分析

２．１　 全国心血管手术及体外循环概况　
２．１．１　 总体情况 　 ２０１９ 年 ７２４ 家医院共开展心血

管外科手术总量为 ２５３ ８６７ 例，体外循环下手术总

量 １７５ ５５７ 例（占比 ６９．１％）。 与 ２０１８ 年统计数据

比较［１］，心脏手术增加 １３ ２５３ 例（增长 ５．５％）；体外

循环量增加 ５ １１３ 例（增长 ３．０％）。 连续两年心外

科手术及体外循环手术量增长，但体外循环手术占

心血管总手术量的比例又减少了 １．７５％，非体外循

环手术量的持续增加已经成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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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病种分类情况　 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数 ８１ ２４６
例，较 ２０１８ 年［１］ 增加了 ３ ４３０ 例，先天性心脏病手

术占总心血管手术数的 ３２．０％，已经连续 ７ 年呈现

下降趋势［１－４］；大血管手术数 ２６ ９６７ 例，较 ２０１８ 年

又增加 ４ ０６９ 例（增长率 １７．８％），大血管手术占总

心脏手术数量的 １０．６％，首次超过了 １ ／ １０，较 ２０１８
年又增长了 １．１％，连续 ７ 年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年平

均增长率接近 ２０％［１－４］；冠状动脉旁路手术 ４６ ２３２
例，较 ２０１８ 年增加了 １ １５４ 例（增幅 ２．６％）；心脏瓣膜

手术量 ７３ ５６１ 例，较 ２０１８ 年增加了 ４ ６７９ 例（增幅

６．７９％），连续 ３ 年保持增长势头。 除以上四大类手

术外尚有 ２５ ８６１ 例其他手术，占总手术的 １０．２％。
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学会调查了年龄小于 １８ 岁的未

成年心脏手术患者数量，２０１９ 年上报数量为 ５４ ０９８
例，较前一年减少了 ５９７ 例。 小于 １８ 岁的心脏手术

量占 ２０１９ 年先天性心脏病总数量的 ６６．６％，占比较

２０１８ 年又下降了 ３．３％。 提示成人先天性心脏病矫

治依然在我国占较高比例，而且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图 １ 为全国省市自治区 ２０１９ 年心血管手术及

体外循环数量分布情况，北京、上海、广东排前三；图
２ 为不同类别心血管手术的比例分布情况；尽管中

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循环分会倡导并推广膜式

氧合器的临床应用，但我国 ２０１９ 年仍然有 ５０ 例的

鼓泡式氧合器使用，图 ３ 为 ２０１９ 年全部体外循环手

术不同氧合器的占比情况。
２．１．３　 小结　 ２０１９ 年全国心血管外科手术总量依

然保持持续增长，较 ２０１８ 年增加了 ５．５％，增幅显

著；尽管体外循环心脏手术量也在增长，但体外循环

手术占比又有所下降。 其可能的原因依然是微创技

术的推广包括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治疗、大血管腔内

支架置入手术、经导管主动脉瓣植换手术等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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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１９ 年全国不同地区心脏手术与体外循环数量分布

图 ２　 ２０１９ 年心血管病种分类占比

图 ３　 ２０１９ 年膜肺占比

新技术的应用，进一步凸显我国心血管外科治疗的

多元化与创新性特点。 大血管手术增长势头迅猛，
同比增加 １７．８％，与该病的发病率及治疗水平的提

高密切相关。 ２０１９ 年未分类的其他手术占比达到

１１．７％，可以看出常规 ４ 大类手术外的特殊手术正

在增加，可能与更多心脏疾患的检出与确诊有关。

２．２　 区域心血管手术开展情况

２．２．１　 手术数量 　 ２０１９ 年心外科手术量前十名

的省市依次为北京（ ３４ ６２７） ，上海（ ２０ ０７５） ，广
东（１９ ５７０） ，河南（１８ ７３７） ，湖北（１７ ４９３） ，山东

（１７ ４１３） ，江苏 （ １３ ３７９） ，陕西 （ １０ ３１１） ，四川

（８ ８７１） ，湖南（７ ９２５），前十省市连续 ４ 年保持不

变［１－２］，除湖南心外科手术减少位次被四川超越外，
其余省市手术量均较 ２０１８ 年不同程度增加，手术净

增量达到 ９ ９８５ 例。 前十名省市总手术量占到全国

总手术量的 ６６．３％（１６８ ４０１ ／ ２５３ ８６７）。 另外，２０１９
年心血管手术量超过 ５ ０００ 例的省市还有浙江、福
建、安徽、重庆、云南、新疆、辽宁、河北和天津。
２．２．２　 体外循环数量　 体外循环手术数前十名的

省市依次为北京（ ２２ ０９２） ，广东（ １５ ２８８） ，上海

（１４ ８２４） ，河南 （ １１ ９２７） ，湖北 （ １１ ８４１） ，山东

（９ ９３１） ，江苏（９ ８１４），四川（７ ００５），湖南（６ ３４５），
浙江（６ １４８）。 排名与 ２０１８ 年相同，除湖南省少许

减量外其他省市体外循环数量均有增加。 ２０１９ 年

全国年体外循环数量超过 １０ ０００ 例的只有 ５ 个省

市，超过 ５ ０００ 例的省市与 ２０１８ 年持平为 ７ 个，陕
西省和云南省分别为 ５ ６３３ 例和 ５ ６１０ 例。
２．２．３　 先天性心脏病　 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数量前十

名的省市为北京（９ ２７１），广东（７ ８５５），上海（７ ４３７），
河南（６ ６２９） ，湖北（ ５ ５３２） ，山东（ ４ ２３５） ，江苏

（３ ３９２），湖南（２ ８２０），陕西（２ ８０９），新疆（２ ７７７）。
北京、上海、湖北、山东、江苏先天性心脏病手术均有

所增加，新疆因总手术量的提升数量跃居前十，陕西

数量下降了 ４１％，四川以 ２ ３５６ 例屈居 １２ 位，云南

（２ ７２４）位列第 １１ 位。
１８ 岁以下接受心血管手术患者总量 ５４ ０９８ 例

（占 ６６．６％），比 ２０１８ 年减少了 ３．３％。 我国先天性

心脏病患者在成年期接受手术救治或再次手术的比

４９１ 中国体外循环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０８ 月 ２８ 日第 １８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ＥＣＣ Ｖｏｌ．１８ Ｎｏ．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８， ２０２０



例很高，并连续 ３ 年增加［１］。
２．２．４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 　 冠状动脉旁路

手术数前十名的省市连续 ３ 年保持不变，分别是

北京（１０ ５３９） ，山东（４ ７６３） ，河南（４ ０６５） ，上海

（３ ０２２），湖北（２ ５６７），天津（ ２ ５５６），江苏（２ ３６１），
辽宁（２ ０５８），河北（１ ６３１），广东（１ ５６４）。 广东省

手术量较 ２０１８ 年增加了 ３５．８％，增幅最为明显，其
余省份数量变化不大，天津与湖北位次互换。
２．２．５　 大血管手术 　 大血管手术数量前十名的省

市分别是湖北（３ １６８），北京（２ ５５６），上海（２ ３８４），
江苏（２ ２０６） ，山东（ ２ １９２） ，河南（ １ ８０３） ，广东

（１ ６４７） ，陕西（１ ５６９），福建（１ ０５９），湖南（８７０）。
除北京数量下降明显外，其余 ９ 省市均增加，与全国

手术持续增加的趋势相同。 而且排名次序发生显著

变化，湖北省跃居全国首位，山东省以 １２６％的增长

率（２０１８ 年 ９６８ 例）跃居第 ５ 位。 大血管手术量在

全国各省市的推广开展及快速增长是我国近几年的

一大特色，而且因其救治的紧迫性更需要就近治疗，
各地大血管手术的成熟为当地患者带来了便利。
２．２．６　 心脏瓣膜手术 　 心脏瓣膜手术数量前十名

的省市是广东（６ ４８５），北京（６ ２２８），上海（５ ７３０），
湖北（ ４ ６８６） ，江苏（ ４ ５８６） ，山东（ ４ ５１８） ，四川

（４ ４０５），河南（４ ２４６），浙江（３ ４７０），湖南（２ ７９２）。
心脏瓣膜手术前十省市与 ２０１８ 年相同，除北京和湖

南数量下降外其余省市均有所增加，广东重回全国

第一，山东、四川、河南数量增加明显。 前十的总手

术量依然在持续增加［１－２］，其变化特点符合全国瓣

膜病数量增加的趋势。
２．２．７　 小结　 ２０１９ 年各省市手术数量及不同病种

手术量的变化总体不大，有升有降，伴随全国总手术

量 ５．５％的增幅，排名前十的省市完成的手术总量依

然在持续增加，可以看出心血管疾病的诊治依然在

向优势资源所在地区聚集，大中心总手术量占全国

比重依然很高。 大血管手术各省发展正在快速跟

进，瓣膜手术继续增加，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相对

稳定，１８ 岁以下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治疗比例在缩

小，成人先天性心脏病在我国依然占较大比例。
２．３　 各医院心血管手术开展情况　
２．３．１　 心血管手术量 　 单中心心脏手术量排名

前十的医院分别是阜外医院（１４ ０２２） ，安贞医院

（１３ ７１６） ，武汉亚心（７ ３１８），广东心研所（５ ５１０），
上海中山（ ５ ０８５） ，西京医院（ ４ ７８２） ，武汉协和

（４ ３８３） ，阜外华中（ ４ ３４４）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３ ８６５） ，湘雅二院（３ ６５６）。 排名前十的医院与

２０１８ 年相同，武汉协和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均上升

一个位次。 除阜外医院、广东心研所及湘雅二院手

术量略有减少外，其他医院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前

十名的医院连续 ４ 年保持一致，大中心的地位相对

稳定。
在此次反馈的全国 ７２４ 家医院中心血管手

术数量超过 １０ ０００ 例的依然是阜外医院和安贞

医院；５ ０００～９ ９９９ 例的医院增加到了 ３ 家；３ ０００～
４ ９９９ 例的又回到了 ８ 家；２ ０００ ～ ２ ９９９ 例的依然是

１２ 家；１ ０００ ～ １ ９９９ 例的 ３７ 家，较去年大幅增加；
５００～９９９ 例的 ５３ 家；３００～４９９ 例的 ６３ 家；１００～２９９
例的 １５６ 家；５０ ～ ９９ 例的 １２６ 家；少于 ５０ 例的 ２６４
家，较 ２０１８ 年多了 ２８ 家。 见图 ４。

图 ４　 全国医院心血管手术量分布情况

　 　 从手术量可以看出超大医疗中心（年手术量超

过 ５ ０００ 例）手术量仍然在增长。 ２０１９ 年手术量超

过 １ ０００ 例的医院达到了 ６２ 家，较 ２０１８ 年增加了 ８
家，这 ６２ 家医院完成心脏手术 １５２ ８４６ 例，占到全

国总手术量的 ６０．２％，比 ２０１８ 年增加了 １４ ９８５ 例，
连续 ４ 年持续增加。 手术量低于 １００ 例的医院有

３９０ 家，较 ２０１８ 年多了 ２９ 家，其总手术量（１４ １０７
例）仅为全国手术量的 ５．５６％，连续 ５ 年持续占比下

降［１－３］，进一步证实手术量较少医院的心脏外科已

呈萎缩趋势，不同医院的“两极化”现象已经形成。
２．３．２　 体外循环数量　 体外循环手术数量排名前十

的医院分别是阜外医院（１０ ７４０），安贞医院（７ １１９），
广东心研所（４ ８７９） ，武汉亚心（４ ４７０），上海中山

（３ ８３６） ，武汉协和（ ３ ５１２）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３ ２４０），湘雅二院（２ ７８３），西京医院（２ ７０２），阜外

华中（２ ６０６）。
２．４ 　 体外膜氧合（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ｏｘｙｇｅｎａ⁃
ｔｉｏｎ， ＥＣＭＯ） 　 　 ２０１９ 年经心外科相关科室汇总的

ＥＣＭＯ 病例数达到了 ４ ０８５ 例（包括香港特别行政

区的 ７７ 例）。 需要强调的是本调查统计的范围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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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心血管外科手术相关科室，而 ＥＣＭＯ 治疗有很

多是在急诊科、内科急重症监护病房，因此全国

ＥＣＭＯ 总数需要进一步全面统计。
２．５　 心脏移植　 ２０１９ 年全国统计共完成 ６５８ 例心

脏移植，较 ２０１８ 年增加了 １１２ 例。 ２０１９ 年总共 ４４
家医院开展了心脏移植手术，统计显示全国 ２０１９ 年

完成 ３２ 例心肺联合移植

２．６　 专业人员 　 目前全国体外循环专业人员达

到 ２ ２２７ 人，尚需 ５５７ 个空缺岗位。

３　 总　 结

３．１　 ２０１９ 年全国心脏大血管手术数量比 ２０１８ 年增

加了 ５．５％（净增 １３ ２５３ 例）；体外循环手术总数增

幅 ３．０％（净增 ５ １１３ 例），但占比下降了 １．７５％。 先

天性心脏病手术量比例相对稳定占到 ３２％，大血管

手术量增长了近 １８％，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量

由减复增，增加了 ２． ６％，瓣膜手术增幅更大，达
到了 ６．７９％。
３．２　 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手术比重已连续 ６ 年呈小

幅下降趋势，与我国胎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介入封

堵技术的推广密切相关，但值得关注的是成人先天

性心脏病外科手术治疗比例连续 ３ 年增加，为我国

成人先心外科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３．３　 ２０１９ 年度我国心血管外科手术患者向高水

平区域心血管中心流动的趋势更加明显。 年手术

量 １ ０００ 例以上的 ６２ 家医院完成了全国总手术量

的 ６０．２％，较 ２０１８ 年增加近 ３％；年手术量低于 １００
例的 ３９０ 家医院仅完成全国总手术量的 ５．５６％，较
去年下降 ０．２％。
３．４　 ＥＣＭＯ 数量依然在持续快速增长，提示心血管

外科领域对 ＥＣＭＯ 的依赖也越来越明显。 伴随

ＥＣＭＯ 治疗技术的逐渐成熟其适应证和治疗时机正

在不断扩展。
３．５　 ２０１９ 年我国心脏移植数量有较大提升，但相较

于其他器官移植（肝脏、肾脏等）数量，未来我国心

脏移植的发展空间依然巨大。
３．６　 我国体外循环专业从业人员依然明显空缺，丞
待相关部门重视。

致谢：由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循环分会

组织进行的心脏大血管手术和体外循环数据调查凝

结了全国每一位体外循环专业人员的无私付出与辛

勤汗水，在此对大家的奉献与爱心表示衷心的感谢！
声明：因体外循环学会调查表来源于各个开展

心脏手术医院的体外循环专业人员数据统计，有可

能不能非常全面反映各医院的实际详细情况，因引

用此白皮书数据造成的任何后果本学会均不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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