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11.020

CCS C 05

CEMA
中 国 民 族 医 药 协 会 团 体 标 准

T/CEMA 00*—202*

瑶浴病房建设与管理指南

Yao Bath Ward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Guide

（报批稿）

（本草案完成时间：2024年 11月 28日）

在提交反馈意见时，请将您知道的相关专利连同支持性文件一并附上。

202* - XX - XX 发布 202* - XX - XX 实施

中国民族医药协会  发 布



T/CEMA 00*—202*

I

目 次

前  言 .............................................................................. Ⅱ

引  言 .............................................................................. Ⅲ

1 范围 ................................................................................ 4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4

3 术语和定义 .......................................................................... 4

4 病房设置 ............................................................................ 4

5 场地规模与环境形象 .................................................................. 5

6 设备设施 ............................................................................ 5

7 人员配置 ............................................................................ 6

8 专科技术 ............................................................................ 7

9 质量管理 ............................................................................ 7

附录 A 瑶浴病房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小组工作制度 ........................................... 8

附录 B 瑶浴治疗过程安全管理制度 ......................................................... 9



T/CEMA 00*—202*

II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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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从江县中医医院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民族医药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从江县中医医院、贵州云中医院、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黔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中医医院、从江县加鸠镇中心卫生院、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通神、曾曼杰、唐东昕、陈佳佳、石宏全、吴尚佳、杨金贵、阳修月、吴建

婷、杨富坤、刘洋、王飞清、杨豪情、龙明豪、冷丽、罗莎、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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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瑶浴疗法已列入“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民族医药发展关键技术示范研究”项目,并于2008

年6月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类项目，瑶浴疗法在预防、保健、养生、治病等方面应用广

泛、广受人民群众的欢迎，是目前各级中医院普遍采用的治疗方法。

本文件旨在规范瑶浴病房建设与管理，拓展瑶浴疗法服务能力，促进瑶浴疗法与中医传统康复技术

及现代康复技术有机融合，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的瑶浴疗法医疗服务，同时为中医药管理部门科

学评价瑶浴病房康复服务能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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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浴病房建设与管理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瑶浴病房建设与管理的科室设置、场地规模与环境形象、设备设施、人员配置、专科

技术、服务内容与要求、质量管理等方面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全国各级各类中医、中西医结合医疗机构、综合医院开设的瑶浴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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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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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ARM 001-2021 中医医院康复科建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瑶浴疗法 Yao Bath Therapy

以瑶医理论为指导，用药物煎汤浴洗或浸泡全身，发挥药物与水（蒸汽）的双重作用，达到防治疾

病和养生保健目的的一种瑶医外治法。

3.2

瑶浴病房 Yao bath ward

运用瑶医药理论与方法，以瑶浴疗法技术为主，辅以方药、器械及其他相关医学诊疗手段为患者提

供医疗、预防、保健等服务的病房。

4 病房设置

4.1 瑶浴治疗区（室）

瑶浴治疗区（室）又划分接待区、更衣区、休息区、浴区、中药煎液制备区，区域之间应实际间

隔开，非医务人员不应随意进入该区。治疗区男女分区。

4.2 瑶浴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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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浴病房可设置产后瑶浴专科、儿童瑶浴专科等。三级医院建议开设至少包含 2 个以上专科内容，

建议有条件者设置重症监护病房。二级医院建议设置瑶浴，至少包含 1 个以上专科内容。社区医院可

不设置瑶浴病房。

5 场地规模与环境形象

5.1 场地规模

5.1.1 瑶浴治疗区（室）

三级医院瑶浴治疗区（室）总使用面积不少于 80 平方米，二级医院瑶浴治疗区（室）总使用面积

不少于 60 平方米，社区医院瑶浴治疗区（室）总使用面积不少于 50 平方米，单个治疗室净使用面积

应大于 15 平方米。布局需合理，保障患者隐私，就诊流程便捷及符合医院感染管理规范要求。

5.1.2 瑶浴病房

三级医院瑶浴病房床位总数 20 张以上：二级医院瑶浴病房床位总数 15 张以上，病房每床净使用

面积以 8~10 平方米为宜，床间距大于 1.2 米。

5.2 环境形象

5. 2. 1 基本要求

参照 T/CARM001-2021 的 5.2.1 基本要求执行。

5. 2. 2 建设区域

参照 T/CARM001-2021 的 5.2.2 建设区域执行。

5. 2. 3 建设内容

瑶浴病房的内部装饰，重点传播瑶浴疗法特色和优势，营造良好的瑶浴文化氛围。

6 设备设施

6.1 基本要求：

参照 T/CARM001-2021 的 6.1 基本要求执行。

6.2 基本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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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浴病房应根据临床需要配备必要的设备，也可参照三级中医院基本设备并结合本专业实际需要配
置。

6.3 专科设备

6.3.1 评定设备

瑶浴病房根据需要配备中西医评定设备。

6.3.2治疗器具或用物

瑶浴病房浴器选用规格：长宽高为1.5m、0.6m、0.8m木质或竹质浴桶，也可根据当地人群体型，配

备其他规格的浴桶。浴区应配有水温调节装置及温度测量仪器。开展专病专科的瑶浴疗法门诊，应配备

专病专科所需的其他诊疗设备。

6.3.3 急救设备

可根据收治病种结构，配置相应的抢救设备。瑶浴区(泡浴区)需配备呼叫设备。

6.3.4 信息化设备

瑶浴病房应配置自动化办公设备、智能显示设备等。三级医院瑶浴病房至少配备 4 台工作电脑及

打印机设备；二级医院瑶浴病房至少配备 3 台工作电脑及打印机设备。

7 人员配置

7.1 人员配置要求

三级医院瑶浴病房每床至少配备 0.25 名执业医师、0.4 名执业护士，其中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占执

业医师总数的 70%以上，并根据需要配备其他类别的执业医师。二级医院瑶浴病房每床至少配备 0.15

名执业医师、0.3 名执业护士，其中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占执业医师总数的 60%以上，至少配备 1名中医

传统康复治疗人员（针灸/推拿）。各级医院瑶浴病房专业技术人员层次、结构、年龄合理，岗位责任

分工明确，团队协作稳定，具有支撑科室可持续发展的人才梯队。

7.2 医生能力要求

7.2.1 宜具有扎实的中医基础理论和瑶医基础理论，娴熟的瑶浴疗法技术操作能力及持续学习的能力。

7.2.2 宜具有良好的临床能力，能运用中医基础理论和瑶浴疗法的基础理论，对患者进行评估、辨证分

析，提出并处理健康问题，制定并实施瑶浴疗法方案，跟踪评价效果，达到良好的健康结局。

7.2.3 宜具有良好的组织管理与协调沟通能力，协调医护患关系。

7.2.4 宜具有领导和团队合作、协调能力。

7.2.5 宜具有有效的应急处置能力，能够应对、处置患者的突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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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专科技术

8.1 科普宣传

参照 T/CARM001-2021 的 8.1 科普宣传要求执行。

8.2 疾病治疗

瑶浴病房通过运用瑶医理论，充分发挥瑶浴特色与优势，积极探索运用主导的瑶浴疗法，开展各种

优势病种的诊治工作，形成瑶浴主导的诊疗方案并向其他临床科室推广，达到全面提升瑶浴临床服务水

平及目标。瑶浴技术操规范参照T/CACM 1105-2018《中医治未病技术操作规范中药药浴》执行。

8.3 疾病护理

参照 T/CARM001-2021 的 8.5 护理要求执行。

9.质量管理

参照 T/CARM 001-2021 第 10 章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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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

瑶浴病房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小组工作制度

A.1、瑶浴病房主任是科室质量与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A.2、全面负责瑶浴病房医疗质量和安全管理。

A.3、负责制定瑶浴病房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适用的各项规章制度、岗位职责、和相关技术规范、

操作规程、诊疗规范，并组织定期进行质量和安全管理的教育培训。

A.4、负责制定瑶浴病房年度医疗质量安全持续改进计划及医疗质量安全控制指标根据医院的医疗

质量安全控制重点内容制订每月医疗质量安全控制重点内容。

A.5、根据工作计划组织具体落实瑶浴病房医疗质量进行检查和考核。制定瑶浴病房奖惩、考核办

法，督促医务执行度和诊疗规范。

A.6、根据瑶浴病房医疗运行情况整改，体现医疗质量的持续改进。

A.7、瑶浴病房质控小组组长:由病房主任(负责人)担任，为瑶浴病房的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第一责

任人，能够运用质量管理方法与工具进行瑶浴病房质量持续改进，每月召开工作会议，确定质控计划和

会议议题，分析瑶浴病房质量、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A.8、瑶浴病房质控小组副组长:协助组长(负责人)开展具体质控工作，可由副主任或护士长兼任质

控员:负责对瑶浴病房质量与安全各项资料和指标进行收集和整理，对瑶浴病房的医疗质量进行检查和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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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资料性)

瑶浴治疗过程安全管理制度

A.1强化瑶浴治疗前安全管理。严格把握瑶浴疗法的适应症、禁忌症，重点关注孕产妇、儿童、老

年人、精神或意识障碍患者等特殊人群的情况。

A.2严格瑶浴治疗中安全管理。在瑶浴疗法诊疗服务过程中，严格执行查对制度，防止诊疗对象、

部位、措施发生错误，积极开展瑶浴疗法全过程管理，确保治疗的时间、药材等准确无误，防止发生药

物使用禁忌、配伍禁忌、等情况，及时处理晕药、休克等不良反应。在实施治疗前，核验患者情况，确

保患者已按要求做好准备,治疗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状态，及时发现并处理意外情况，治疗完成后根

据患者实际情况，引导或护送患者返回。

A.3落实患者日常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加强住院患者评估观察，关注患者

精神心理状态，及时发现患者病情变化并予以处理，防止患者坠床、跌倒走失、自残、自杀或伤害其他

人员。加强门(急)诊候诊患者管理，建立识别高危患者并予以优先接诊的措施。严格落实医院感染管理

要求，规范实施深静脉血栓预防，减少院内感染、深静脉血栓栓塞等不良事件，对接受手术治疗、中心

静脉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长期卧床等高风险患者，实现全覆盖监测管理。

A.4提高急诊急救能力。按要求在瑶浴病房配置抢救车、除仪等急救药品和设备设施，保障相关药

品、设备设施随时可用。加强对危急值的管理，保障各种急救绿色通道通畅，确保急危重症患者得到及

时救治。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建设应急救治一键呼叫系统，组建相对固定的队伍负责心肺复苏、气管

插管等应急处置。建立医疗安全应急响应机制，制定应对群死群伤、突发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预案并加强演练。

A.5保障诊疗信息安全。提高对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按要求对医疗机构内部的信息系统采取信息

安全等级保护措施，加强账号信息和权限管理，定期开展文档核验、洞扫描、渗透测试等多种形式的安

全自查，防止数据泄露、毁损、丢失，严禁任何人擅自向他人或其他机构提供患者诊疗信息。同时，做

好信息系统容灾备份，建立信息系统应急处置预案，并制定医院信息系统局部或全部瘫痪状况下临床运

行处置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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