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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年初，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循环分

会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ＳＥＣＣ）对前一年的全国心脏外科手术和体外循

环数量以及不同病种及地区的手术情况进行了

相关调查，本文为 ２０２０ 年度我国（包括香港特别行

政区）心血管外科手术及体外循环数据的具体调

查结果。
ＣｈＳＥＣＣ 对于此类调查工作已经连续开展了 １０

年，历年均以白皮书的形式公开发布相关调查报告。
总体上是希望能够及时掌握相关专业的基本发展趋

势，从而为体外循环及相关专业学科的未来发展、相
关产业战略规划以及政务、政策的制定等方面提供

参考信息。

１　 调查反馈情况

向全国共 ７５５ 家医院发送 ２０２０ 年心血管外科

手术情况调查表，整体反馈率为 ９９．３％（７５０ 家），为
历年来最高，其中有 ３６ 家医院在 ２０２０ 年因故未开

展心脏手术。 全国 ２８ 个省、市、自治区的调查反馈

率为 １００％ ，体现出全国各医院工作人员对体外循

环学会数据调查工作的大力支持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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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度共有 ７１４ 家医院开展

了心血管外科手术，总手术量为 ２２２ ４１３ 例，其中体

外循环下手术总量共计 １５０ １３２ 例 （６７． ５％） 。 由

于疫情等原因，心脏外科手术及体外循环手术量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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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减少，与 ２０１９ 年统计数据相比［１］，心脏手术减

少 ３１ ４５４ 例（降低 １２．４％）； 体外循环下手术减少

２５ ４２５ 例（降低 １４．５％）。 非体外循环下心血管手

术占心血管总手术量的比例呈现持续升高趋势（较
去年上升 １．６５％）。
２．１．２　 病种分类情况 　 先天性心脏病手术例数为

６２ ７０４ 例，较 ２０１９ 年［１］减少了 １８ ５４２ 例，先天性心

脏病手术占总心血管外科手术量的 ２８．２％，较 ２０１９
年下降了 ３．８％［１］；大血管手术数 ２９ ８０９ 例，与 ２０１９
年相比增加 ２ ８４２ 例（１０．５％），大血管手术占总心

血管外科手术量的 １３． ４％，较 ２０１９ 年又增长了

２．８％，近年来呈现连续快速增长趋势［１－２］；冠状动脉

旁路移植手术 ４１ ４３４ 例，较 ２０１９ 年减少了 ４ ７９８ 例

（降幅 １０．４％），占心外手术总量的 １８．６％，较去年增

长了 ０．４％；心脏瓣膜手术量 ６５ ８２２ 例，较 ２０１９
年减少了 ７ ７３９ 例（降低 １０．５％） ，占心外手术总

量的 ２９．６％，与去年相比增加 ０．６％。 除外以上四

类主要的心脏外科手术，尚有 ２２ ６４４ 例其他类型心

脏手术，占总手术量的 １０．２％。
２０１７ 年起，学会调查了年龄＜１８ 岁的未成年心

脏手术患者的数量［１］。 ２０２０ 年全国各医院上报此

类患者的总数量为 ３７ ６６５ 例，与前一年相比减少

了 １６ ４３３ 例。 未成年患者的心脏手术总量占

２０２０ 年先天性心脏病总量的 ６０．１％，较 ２０１９ 年下降

了 ６．５％。 提示成人先天性心脏病矫治手术呈逐年

增长，且在我国占较高比例。
２０２０ 年全国省、市、自治区心血管手术及体外

循环数量分布情况如下（图 １）：占总排名的前三位

的分别是北京、河南、上海。 不同类别心血管手术比

例的分布情况详见图 ２，随着分会多年来对膜式氧

７５２中国体外循环杂志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第 １９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ＥＣＣ Ｖｏｌ．１９ Ｎｏ．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８， ２０２１



图 １　 ２０２０ 年全国不同地区心脏手术与体外循环数量分布

图 ２　 ２０２０ 年心血管病种分类占比

合器临床应用的大力推广，鼓泡式氧合器在临床

上基本很少使用了。 ２０２０ 年全部体外循环手术

中不同氧合器的使用情况与去年相似（国产膜肺

占 １４％）。
２．１．３　 小结　 ２０２０ 年全国心血管外科手术总量

由于疫情等原因呈下降趋势，较 ２０１９ 年下降了

１２．４％；体外循环心脏手术总量和占比较以往也在

减少，原因可能依然是微创技术的推广和发展。
２０２０ 年度未分类的其他手术所占比例达到 １０．２％，
可以看出常规心脏手术的比例相对稳定。 其中大血

管手术正在逐年增加，同比增加 １０．５％，而先天性心

脏病手术量呈下降趋势，这可能与大血管疾病发病

率升高及手术技术的全国普及有一定关系。
２．２　 区域心血管手术开展情况

２．２．１　 手术数量 　 ２０２０ 年心脏外科手术数量排名

前十的省、市依次为北京（２３ ０３２），河南 （１８ ０６３），

上海（１７ ７４７），山东（１６ ３７１），广东（１６ ３０３），湖北

（１３ ３６４），江苏（１３ ０１１），陕西（９ ３２６），湖南（８ ３０４），
浙江（７ ９１４），浙江省进入前十［１］，四川（７ ８９５）排第

１１ 位。 前十手术量较 ２０１９ 年减少了 ２４ ９６６ 例，
各省、市手术均不同程度减少，河南手术量保持相

对平稳，较 ２０１９ 年减少 ６７４ 例，位居全国第二。 排

名前十的医院手术总量占全国总手术量的 ６４．５％
（１４３ ４３５ ／ ２２２ ４１３）。 另外，２０２０ 年，云南、重庆、
辽宁、安徽、福建等省、市心血管手术量也超过了

５ ０００ 例。
２．２．２　 体外循环数量　 体外循环手术数量在排名

前十的省、市依次为北京（１４ ９２７），广东（１３ ０８７），
上海（１２ ７２０），河南（１０ ９９４ ），江苏（９ ５２１），山东

（９ ３０９），湖北（９ ２９４），四川（６ ２７５），浙江（５ ８１７），
湖南（５ ７６７）。 前十省、市与 ２０１９ 年相同，江苏体外

循环手术量超过山东及湖北，居全国第五。 ２０２０
年，年体外循环数量超过 １０ ０００ 例的有 ４ 个省、市，
超过 ５ ０００ 例有 ６ 个省、市。 ２０１９ 年超过 ５ ０００ 例

的省、市还有陕西和云南，２０２０ 年其体外手术量分

别为 ４ ９３３ 例和 ４ ６１０ 例。
２．２．３　 先天性心脏病　 先天性心脏病手术量前十名

的省、市为上海（６ ３７６），广东（５ ８３８），北京（５ ６２９），
河南（５ ４５９） ，陕西（ ４ １８８） ，湖北（ ３ ６６６） ，山东

（３ ５００），江苏（２ ８１１），湖南（２ ４７３），云南（２ ２１７）。
绝大多数省、市的先天性心脏病手术均有所减少，尽
管上海较 ２０１９ 年减少了 １ ０６１ 例（１４．３％），降幅相

对较少，跃居全国首位，北京及广东较 ２０１９ 年分别

减少了 ３ ６４２ 例（３９．３％）及 ２０１７ 例（２５．７％），而陕

西数量逆势增长了 １ ３７９ 例，增幅达 ４９．１％，位列第

５ 位。 浙江（１ ９４２）位列第 １１ 位，重庆及四川分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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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９５ 例及 １ ８９３ 例屈居第 １２ 及 １３ 位。
接受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手术的患者中年龄在

１８ 岁以下的为 ５４ ０９８ 例（占 ６０．１％）， 与 ２０１９ 年相

比减少了 ６．５％。 我国在成年期接受心脏手术的先

天性心脏病患者比例相对较高［１］。
２．２．４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

手术量占全国前十名的省、市连续 ４ 年保持不变［１］，
分别是北京（７ １８４），山东（５ ２９５），河南（４ ３８３），上
海（２ ６１２），天津（２ ５０９），江苏（２ ４７４），河北（１ ９２８），
湖北（１ ７６７）， 辽宁（１ ５７１），广东（１ ３２０）。 山东、
河南、江苏及河北手术量呈增长趋势，较 ２０１９ 年分

别增加了 ５３２ 例（１１．２％）、３１８ 例（７．３％）、１１０ 例

（４．７％）及 ２９３ 例（１８．０％），其余省份数量均不同程

度降低，北京减少了 ３ ３５５ 例，降幅达 ３１．８％。
２．２．５　 大血管手术　 大血管手术量前十名的省、市
分别是北京（３ ０７０），湖北（３ ０１１），河南（２ ５７３），
江苏（２ ４０８） ，上海（ ２ ２９２） ，广东（ １ ８９７） ，山东

（１ ８７３），陕西（１ ６９４），福建（１ ２３５），湖南（９９９）。
北京数量较 ２０１９ 年增加了 ５１４ 例，增幅达 ２０．１％，
跃居全国首位。 ２０２０ 年全国心外科手术量减少的

情况下，唯有大血管手术量仍呈增高趋势，除了湖北

（减少 １５７ 例）及上海（减少 ９２ 例）的手术量略有减

少外，其余 ８ 省、市均明显增加。 河南省以 １４３％ 的

增长率（２０１９ 年 １ ８０３ 例）跃居第 ３ 位。 提示近来

年在大力推广下全国大血管手术技术整体提升，为
就近诊治的危重患者赢得了宝贵时间。
２．２．６　 心脏瓣膜手术　 心脏瓣膜手术数量前十名的

省、市是北京（ ６ ２７５），广东（５ ６６５），上海（５ １９０），
江苏（４ ５０２） ， 山东（ ４ ２１１） ，河南（３ ７７２），湖北

（３ ７１１），四川（３ ４９２），浙江（３ １０９），安徽（２ ６４０）。
北京较 ２０１９ 年增加了 ４７ 例，重回全国第一。 心脏

瓣膜手术前九省、市与 ２０１９ 年相同，安徽位居第

１０ 位，湖南较 ２０１９ 年减少了 ３２２ 例，位列第 １１
位。 除北京数量略有增加外，其余省、市均有不

同程度减少 ［１］ ，其变化特点符合全国心外科手术

的变化趋势。
２．２．７　 小结　 ２０２０ 年由于疫情等原因，各省、市手

术数量及不同病种手术量的变化总体下降，唯有大

血管手术例外。 全国总手术量下降 １２．４ ％，与之相

应，排名前十的省、市手术总量也有不同程度的下

降。 尽管大中心总手术量占全国比重仍然较高，但
同时各省、市的心外科也在快速发展。 基于近几年

来大血管手术技术的大力推广，其在各省发展势头

迅猛，瓣膜手术及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数量变化

不大，而 １８ 岁以下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治疗比例占

６０％，较以往略下降［１］，但成人先天性心脏病在我国

依然仍占有一定比例。
２．３　 各医院心血管手术开展情况

２．３．１　 心血管手术量 　 单中心心血管外科手术量

排名前十的医院依次为阜外医院（９ ６６０），安贞医院

（８ ３４８），武汉亚心（ ５ １０１） ，上海中山（ ４ ９０５） ，
广东心研所（４ ７６１），湘雅二院（４ １７０），西京医院

（４ ０３０），阜外华中（３ ９６３），武汉协和（３ ７１８），上海

儿童医学中心（３ ４５９）。 排名前十的医院与 ２０１９ 年

相同，湘雅二院较 ２０１９ 年增加了 ５１４ 例，增幅为

１４．１％，跃居第 ６ 位，其他医院的手术量与之前相比

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排名前十的医院连续 ５ 年未

变，维持了大中心的地位。
根据此次调查的全国 ７１４ 家医院的反馈结果，

没有超过万例的医院，２０１９ 年有 ２ 家超过万例；３ 家

为 ５ ０００～９ ９９９ 例，和 ２０１９ 年相同；３ ０００～４ ９９９ 例

的有 ９ 家，较 ２０１９ 家多 １ 家；２ ０００～２ ９９９ 例的减少

为 ９ 家，较 ２０１９ 年少 ３ 家；１ ０００～１ ９９９ 例的 ２９ 家，
较 ２０１９ 年减少 ８ 家；５００ ～ ９９９ 例的 ５６ 家，较 ２０１９
年多 ３ 家；３００ ～ ４９９ 例的 ６１ 家，较 ２０１９ 年少 ２ 家；
１００～２９９ 例的 １５３ 家，较 ２０１９ 年少 ３ 家；５０ ～ ９９ 例

的 １２１ 家，较 ２０１９ 年少 ５ 家；少于 ５０ 例的 ２７３ 家，
较 ２０１９ 年多了 ９ 家。 见图 ３。

图 ３　 全国医院心血管手术量分布情况

　 　 从手术量的结果可以看出，年手术量在 ５ ０００
例以上的医院手术量减少较为明显，与全国总体

趋势基本相符。 ２０２０ 年有 ５０ 家医院的手术量超过

１ ０００ 例，与 ２０１９ 年相比减少了 １２ 家，这 ５０ 家医院

完成心脏手术共计 １１９ ４９８ 例，占全国总手术量的

５３．７％，与 ２０１９ 年相比减少了 ３３ ３４８ 例。 手术量低

于 １００ 例的医院有 ３８８ 家，与 ２０１９ 年相比减少了 ２
家，但其总手术量（１４ １７２ 例）比去年增加了 ６５ 例，
占全国手术量的 ６．３７％，较去年增幅 ０．８１％［１－２］，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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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尽管手术量较少医院的心脏外科发展较慢，但由

于疫情等原因使得部分患者选择在地方医院就近医

疗。 但整体而言，不同医院之间的差异还是存在的。
２．３．２　 体外循环数量　 ２０２０ 年度体外循环手术数

量排名前十的医院依次为阜外医院（ ７ １１０） ，安
贞医院（４ ８４２）， 广东心研所（ ４ １１６） ，上海中山

（３ ５３７） ，武汉亚心（ ３ ２６１） ，武汉协和（ ３ １３６） ，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２ ９０９），湘雅二院（２ ４７０），四川

华西（２ ３９４），阜外华中（２ ２８０）。 西京医院（２ ２０４）
较 ２０１９ 年减少了 ４９８ 例，位居第 １１ 位。
２．４ 　 体外膜氧合（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ｏｘｙｇｅｎａ⁃
ｔｉｏｎ， ＥＣＭＯ） 　 本调查统计的主要是心外科相关

科室，汇总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 ＥＣＭＯ 病例数达到

３ ８４０ 例（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５６ 例）。 近年来，
随着相关学会对于 ＥＣＭＯ 技术的推广普及，ＥＣＭＯ
在急诊科、内科急重症监护病房也陆续开展，而这部

分病例并未统计在内。
２．５　 心脏移植　 ２０２０ 年全国共计完成 ５６４ 例心脏

移植，较 ２０１９ 年减少了 ９４ 例。 ２０２０ 年全国共 ４２ 家

医院开展了心脏移植手术，完成 １２ 例心肺联合移植。
２．６　 专业人员　 目前全国从事体外循环的专业人

员有 ２ ２１１ 人，需要更多专业人员填补空缺（预计还

需 ６５９ 位）。

３　 总　 结

３．１　 ２０２０ 年全国心脏大血管手术数量比 ２０１９ 年降

低了 １２．４％（减少 ３１ ４５４ 例）；体外循环手术总数降

幅达 １４．５％（ 减少 ２５ ４２５ 例），下降了 １．７％。 先天

性心脏病手术量比例下降至 ２８．２％，大血管手术量

逆势增长，占比达 １３．４％，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量

（１８．６％）及瓣膜手术（２９．６％）相对稳定。
３．２　 回顾历年报告［１－２］，体外循环数量虽逐年增加，
但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在所有心脏手术中的占比仍有

所下降，其原因或为微创技术的推广，包括结构性心

脏病介入治疗、大血管腔内支架置入手术［３］、经导

管主动脉瓣置换手术等一系列新技术的应用，提
示我国心血管外科治疗呈现多元化与创新性发

展态势。
３．３　 近年来先天性心脏病诊疗技术在不断进步，同
时伴随着我国每年出生人口数量及出生率的下降，
优生优育观念的推进、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的普及，
以及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量增加，均导致了先天

性心脏病外科手术占比的逐年下降［４－５］。 此外，先
天性心脏病患者的构成也发生了一些转变，大于 １８

岁的成人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比例不断增高，这也为

我国成人先天性心脏外科发展提出了新的机遇

和挑战。
３．４　 ２０２０ 年由于疫情等原因，我国心血管外科手术

患者向高水平区域的心血管中心流动的趋势有所缓

解。 ５０ 家医院年手术量达到 １ ０００ 例以上，完成量

占全国总手术量的 ５３．７％，较 ２０１９ 年减低了 ６．５％，
３８８ 家医院年手术量低于 １００ 例，完成全国总手术

量的 ６．３７％，较去年增长了 ０．８１％。
３．５　 ＥＣＭＯ 数量随着心外科手术数量的减少，也相

应有所减少，２０２０ 年经学会统计的心外科相关科室

上报的 ＥＣＭＯ 病例数为 ３ ８４０ 例，较 ２０１９ 年减少了

２４５ 例，减低了 ６．０％，相对而言，降幅并不明显，伴
随 ＥＣＭＯ 治疗技术的逐渐成熟，ＥＣＭＯ 的应用将有

助于全国心血管外科领域更多急危重患者的救治。
３．６　 ２０２０ 年我国心脏移植及心肺移植数量均有不

同程度减少，这与全国的手术情况相一致，未来我国

心脏移植的发展空间依然巨大。
３．７　 我国从事体外循环的专业人员依然紧缺，需要

相关部门重视加强体外循环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

执 笔 人： 郝　 星　 黑飞龙　 侯晓彤

致　 　 谢： 感谢为本学会历年来数据调查提供

无私支持帮助的每一位体外循环专业人员！
声　 　 明： 因体外循环学会调查表主要来源于

各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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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报告仅供参考，引用此白皮书数据造成的

任何后果本学会均不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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