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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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深圳市罗湖医院集团和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低空交通与经济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罗湖医院集团、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低空交通与经济专业委员会、深圳市人

民医院、丰翼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青岛市市立医院、深圳市龙岗区耳鼻咽喉医院、南方医科大学附

属深圳妇幼保健院、深圳市儿童医院、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深圳市中西医

结合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深圳医院、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口腔医院（坪山）、深圳大学总医院、江门

市中心医院、喀什地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航天新气象科技有限公司、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罗利清、纪翔、郭春江、熊丹、陈大洋、郑洲、莫婵、李文海、唐平、汪之红、

陈曦、田清艳、庄晓云、钟庆生、王至、吴超然、张晓明、曾宪海、曾浩涛、李颖芝、柯宇星、罗新乐、

旷昕、麻晓鹏、毕磊、曾艺、戴丽华、张家付、冯俊秋、朱平、张倩、陈榆、陈萩、陈鹏、孙喜琢、张

秀明、刘湘杰、吴正林、袁咏梅、胡锋兰、罗国辉、张印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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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目前我国医疗卫生行业广泛存在利用多旋翼无人机进行各类医疗物品运输的需求，为了推动无人机

技术在相关领域的应用，本文件提出了医疗物品多旋翼无人机运输技术规范。

多旋翼无人机运输具有快速响应、小批量多批次灵活运输及保障运输安全的优点。在进行区域性卫

生医疗机构内的多家分支机构间、机构与特定目标地点之间的医疗急救物品、医疗搜救相关物品、医药

产品、人类生物样本等医疗物品运输时，多旋翼无人机可以作为路面运输的重要补充。采用多旋翼无人

机运输可完善区域医疗资源共享体系，提升医疗物品的储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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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物品多旋翼无人机运输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多旋翼无人机医疗物品运输的组成、基本技术要求、运输条件、安全性要求、运输准

备、装载、无人机运输、接收、保障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医疗机构使用多旋翼无人机从事医疗急救物品、医疗搜救相关物品、医药产品、人类

生物样本的运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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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39767—2021 人类生物样本管理规范

GB/T 39768 人类生物样本分类与编码

GB/T 41908—2022 人类粪便样本采集与处理

GB/T 42060—2022 医学实验室-样品采集、运送、接收和处理的要求

GB 42590—2023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安全要求

GJB 1389 系统电磁兼容性要求

GJB 5433—2005 无人机系统通用要求

GJB 5434—2005 无人机系统飞行试验通用要求

JT/T 1440—2022 无人机物流配送运行要求

MH/T 1069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作业飞行技术规范

WS/T 348—2011 尿液标本的收集及处理指南

WS/T 442 临床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南

WS/T 640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标本的采集和转运

WS/T 661—2020 静脉血液标本采集指南

WS/T 806—2022 临床血液与体液检验基本技术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多旋翼无人机 Multi-rotor Unmanned Aerial Vehicle（UAV）

主要以电力驱动，由三个(含)以上旋翼与空气进行相对运动的反作用而获得升力的无人机，常用的

有四旋翼无人机、六旋翼无人机、八旋翼无人机等，以下简称无人机。

医疗物品运输 Medical Materials Transportation

适用于无人机运输的医疗类物品。包括医疗急救物品（自动体外除颤仪（AED）、血糖仪、碘伏、

纱布、绷带、止血带、医用胶带等）、医疗搜救相关物品、医药产品、人类生物样本。

人类生物样本 Human Bio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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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体获得或衍生的任意物质。包括但不限于组织、血液、尿液、皮肤、骨髓、肌肉、毛发、分泌

物和器官等（仅用于医学实验室对其一个或多个量或特征的检验，不含器官移植等其他用途）。

运输生物安全 Transportation Biosafety

在无人机运输过程中，可避免实验室人员、社区及环境受到不可接受的损害的生物安全条件和状态

的容许水平。

任务载荷箱 Mission Load Box

无人机在执行特定飞行任务时，需要装载特定任务设备、医疗用品的容器。

承运人 Carrier

与医疗机构签订医疗物品无人机运输合同的人，保证所运输的货物按时、安全地送达目的地。

运输责任人 Shipper

无人机使用单位负责运输任务的人员。分为医疗机构运输责任人和承运方运输责任人。

接收责任人 Receiver

常规任务时，无人机使用单位负责所运输医疗物品接收的人员。

执行急救任务时，接收责任人为救援现场报告人。

交接 Handing Over Procedure

运输过程中，在始发地医疗机构与承运人，以及在目的地承运人与收货人之间的过程。
注1：在始发地，医疗机构与运输责任人办理的交接称为交发。

注2：在目的地，接收责任人与运输责任人的交接称为接收。

4 组成

无人机系统

4.1.1 无人机系统由电动多旋翼无人机、无线电测控与信息传输分系统、任务载荷箱、地面指挥控制

站、发射与回收分系统、保障与维修分系统组成。

4.1.2 多旋翼无人机由机体、动力装置、航空电子电气设备等组成。

4.1.3 无人机无线电测控与信息传输分系统由无线电遥控设备、无线电遥测设备、无线电定位设备、

信息传输设备、中继转发设备等组成。

任务载荷箱

4.2.1 任务载荷箱可分为常规任务载荷箱、急救任务载荷箱。

4.2.2 常规任务载荷箱用于在医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救护机构（急救室、急救站、应急救护

中心、应急救护物品库等）、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血液中心、取得保藏资质的样本资源库等医药卫

生机构之间的医疗物品运输，包括常规医疗物品、药品任务载荷箱及人类生物样本任务载荷箱。

4.2.3 急救任务载荷箱用于医疗急救及医疗搜救场景下医疗物品及药品的运输；包括通用急救任务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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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箱、哮喘急救任务载荷箱、急性冠脉综合征急救任务载荷箱（配置见附件 A）。

地面指挥控制站

地面指挥控制站由飞行操纵与管理设备、综合显示系统、地图与飞行航迹显示设备、任务规划设备、

记录与回放设备、情报处理与通信设备等组成。

发射与回收系统

发射与回收系统包括与起飞(发射)和着陆(回收)有关的设备或装置。

5 基本技术要求

无人机基本技术要求

多旋翼无人机的技术要求需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多旋翼无人机基本技术要求

项目 单位 设计值

正常起飞重量 正常负载 g ≥8000

最大起飞重量 最大负载 g ≥10000

动力系统 / 纯电动

货仓尺寸 mm ≤676×376×255

整机尺寸 mm ≤2362×2362×420

环境适应性

工作温度范围 ℃ －10～40

存储温度范围 ℃ －25～55

抗风性能 级 7

防护等级 / IP54

飞行高度
最高升限 m 4800（海拔）

最佳巡航高度 m 150～250

最大续航时间 min ≥22

最大飞行距离 km ≥18

最大起飞高度 m ≤4000（海拔）

机载医疗物品运输任务设备性能要求

5.2.1 载荷箱箱体体积不大于 676 mm×376 mm×255 mm。

5.2.1 常规医疗物品、药品的载荷箱应防水、防漏、防尘、防撞。

a) GB/T 4208 IP67 的要求。

b) GB/T 39767 的要求。

c) 有定位、温度、湿度、箱体开启甄别等信息发射功能，可设置恒定温度、温度控制功能。

d) 载荷箱需自备电池，电源需保证至少 3 小时的保温功能。

e) 箱内有源设备需自备电池。

5.2.2 无人机着陆时起降架应先触地，载荷箱应与着陆面间隔不小于10 cm。载荷箱与无人机连接方式可

弹性卡扣式、键销式等固定模式。

人类生物样本任务载荷箱设备性能要求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CCAR276）和国际民航组织文件《危险物品航

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Doc9284）的要求，对人类生物样本进行分类、包装、标记、标签。

b) 运输容器或包装材料应满足国际民航组织《危险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Doc9284:

2023–2024 Edition）中第 4 章第 8 节中 PI620 及 PI650 关于 A 类及 B 类生物物质包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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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测控与信息传输、电磁兼容性能要求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数据链保护应符合 GB 42590—2023 中 4.11、5.11 的要求。

b) 无线电测控与信息传输应符合 GJB 5433—2005 中第 9 章的要求。

c) 电磁兼容性应符合 GJB 1389 的要求。

d) 通话应答系统要求无人机有收音、扩音和通话应答能力，以便进行救援指导。

无人机身份识别要求

5.5.1 轻、小型无人机应符合 GB 42590—2023 中 4.16 及 5.2 的要求。操控人员应当确保无人驾驶航

空器能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无人驾驶航空器一体化综合监管服务平台报送识别信息。

5.5.2 无人机应有显著红十字标志或其他明确医疗标识，在适航系统中应明确注册为医疗物品或人类

生物样本运输。

5.5.3 载荷箱体标识应符合 GB/T 39767—2021 中 7.2 的要求。

自主飞行、可靠性、稳定性工作性能要求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结构强度、机体结构、整机跌落应符合 GB 42590—2023 的要求。

b) 稳定性工作应符合 GJB 5434—2005 中 4.2.2.4 的要求。

c) 专业装置(任务)检验。

d) 机载电子电气设备性能要求应符合 GJB 5433—2005 中第 7 章、第 8 章、第 9 章的要求。

6 运输条件

无人机医疗物品运输基本要求

6.1.1 无人机医疗物品运输按照 JT/T 1440—2022 中第 4 章执行。

6.1.2 医疗机构应具备对应医疗物品使用资质。

6.1.3 承运人负责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申请。

无人机起降场地要求

6.2.1 常规医疗物品及药品运输按照 JT/T 1440—2022 中第 5 章的要求执行。

6.2.2 对于血液、精液、排泄物、分泌物、组织、细胞悬浊液、细胞或经过处理的人类生物样本（DNA、

RNA、蛋白等）、其他生物材料等的运输，起降场地应与其他常规医疗物品及药品的场地进行划分。无

人机使用单位应进行生物安全风险评估，制定不同控制区域的防护措施及合适的警告提示，参照 WS/T

442—2014 的要求。

6.2.3 医疗急救降落场地根据救援需要选择适合无人机尺寸的表面平整的场地。

气候环境适应性要求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最大起飞重量应＜42 kg。

b) 风力≤6级风。

c) 降雨量≤50 mm/d。

d) 工作温度－20 ℃～＋45 ℃。

e) 工作湿度 0～95％RH 非冷凝。

医疗物品运输要求

6.4.1 医疗物品运输应符合 GB 42590—2023 中 4.9 及 4.10 的要求。

6.4.2 物品及药品运输要求：应按照物品说明书对运输过程进行温度和湿度等条件的控制。

6.4.3 人类生物样本运输要求按照以下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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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医疗卫生机构血液及体液样本的运输，应符合 WS/T 348—2011 中第 6章、WS/T 661—2020 中

的 6.1 及 WS/T 806—2022 中的 8.3 的要求。

b) 医疗卫生机构粪便样本的运输，应符合 GB/T 41908—2022 中的 6.2.4 的要求。

7 安全性要求

无人机飞行航行安全要求

应确保航行安全，在现场飞行空域内由承运方负责对接近航空物、电力线、高建筑物、飞行器失控

等不安全诱因进行安全预防，具体应符合GB 42590—2023的要求。

无人机运输生物安全要求

医疗物品无人机运输使用单位应制定涵盖无人机运输过程的生物安全制度及防护措施，包括事故上

报流程、应急程序、应急措施、培训等内容。使用无人机运输人类生物样本时，应确保飞行过程中包括

剧烈震荡、温度变化等因素不会引起生物安全风险。无人机及任务载荷箱上应印有医疗机构运输责任人

的联系信息和国家有关生物安全标准标识，该标识应且易于查看，并且确保在样本泄露时信息和标识仍

具有完整性。

8 运输准备

准备

8.1.1 急救药品、设备、耗材根据用途不同提前装箱备好，放在指定地方。

8.1.2 承运人对急救任务涉及的任务载荷提前完成任务载荷箱称重、配载等作业。

8.1.3 常规医疗物品运输：

医疗机构运输责任人应对出库单、品规、数量、重量、包装、温度控制进行检查及记录，并与接收

责任人联系。

8.1.4 人类生物运输：

医疗机构运输责任人应在符合生物安全相关规定的条件下对相关生物安全标准标识、样本的包装、

数量、放置与固定方式、重量进行检查及记录，并与接收责任人联系。

a) 人类生物样本要根据类型和性质，定位存放，标记明显。

b) 检查样本放置于载荷箱中是否处于稳固状态，对于试管架与样本载荷箱空隙较大的进行填充固

定处理。

c) 样本应直立于试管架进行集装。

交发

8.2.1 急救任务：医疗机构运输责任人接到指令后 1 min 内完成对应急救任务运输箱无人机挂载操作。

8.2.2 常规运输任务：

a) 医疗机构运输责任人把任务载荷箱交给承运机构运输责任人。

b) 承运机构运输责任人还应对运输货物、运输装置及运输条件进行安全检查、评估及记录。

8.2.3 医疗机构应根据医疗物品预期用途和人类生物样本运输时间确定任务载荷箱的挂载与起飞时间

要求，人类生物样本不得与其它医疗物品放置在同一任务载荷箱内进行运输。

9 装载

急救任务

医疗机构运输责任人完成无人机挂载操作，承运人立即操作无人机起飞。

常规运输任务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承运人应对任务载荷箱装载牢固性、相容性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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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承运人按照无人机的重量与平衡控制要求进行任务载荷箱配装，确保无人机的装载控制在衡限

制范围内。

c) 承运人在无人机起飞前完任务载荷箱称重、配载等作业。

10 无人机运输

急性冠脉综合征急救任务运输

救援应在接到急性冠脉综合征急救任务运输指令后5分钟内到达。

哮喘及其他急救任务运输

救援应在接到哮喘及其他急救任务运输指令后4至15分钟内到达。

常规医用物品运输

常规医用物品运输应符合JT/T 1440—2022中的6.4的要求。

11 接收

急救任务

接收责任人应将运输物品卸下并在1分钟内对物品品规、数量、包装、温度控制进行检查并将其交

给急救物品使用人员开展急救，随后接收责任人还应对接收时间，物品信息及交付对象人员信息进行记

录。

常规任务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常规医疗物品运输：应由接收责任人将所运输物品卸下并对出库单、品规、数量、温度控制进

行检查及记录，并将其交给医疗物品使用人员。

b) 人类生物样本运输：应由接收责任人将所运输物品卸下并送至检验场所，在符合生物安全相关

规定的条件下对样本的包装、数量、质量进行检查及记录。

不合规处置

11.3.1 急救任务

接收责任人如发现急救物品不满足急救要求或在运输中出现急救物品损坏或不符时，接收责任人应

立刻联系急救人员及该物品的医疗机构运输责任人，由医疗机构运输责任人重新对物品进行运输，不满

足急救要求或在运输中出现损坏的急救物品由接收责任人暂管并以适合方式交还医疗机构运输责任人，

由医疗机构运输责任人进行处置。

11.3.2 常规医疗物品运输

接收责任人如发现物品与出库单不符或品规、数量包装、温度控制条件与要求不符，接收责任人应

立刻联系该物品的医疗机构运输责任人，由医疗机构运输责任人按照8.1至8.2的内容重新对物品进行准

备、交付医疗机构运输责任人从新运输，不满足要求的物品由接收责任人暂管并以适合方式交还医疗机

构运输责任人，由医疗机构运输责任人进行处置。

11.3.3 人类生物样本运输

医疗机构应制定样本核收、拒收程序和标准，拒收样本类型应遵循GB/T 42060—2022中17.2的要求。

识别出不合格样本后应及时与送检部门联系，沟通不合格样本的处理方法，并用纸质或电子方式记录沟

通过程及内容。实验室应按月份统计不合格样本的比率，并与相关人员沟通，分析原因，持续改进运输

质量。

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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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 运输过程及接收过程中发生样本泄漏时，应视情况由承运方运输责任人、医疗机构运输责任人

或接收责任人穿戴好防护口罩、防渗隔离衣、一次性工作帽、护目镜或防护面屏、佩戴双层一次性乳胶

手套或丁腈手套及鞋套后，打开样本载荷箱查看样本容器破损状态。

11.4.2 承运方运输责任人、医疗机构运输责任人或接收责任人需首先将其他未破损样本整理出，检验

未破损样本容器是否存在泄露情况，使用消毒吸附巾擦拭干净未被污染的样本和样本载荷箱，防止污染

进一步扩散。

11.4.3 承运方运输责任人、医疗机构运输责任人或接收责任人应将破损样本容器装入污物收纳容器，

之后装入医疗废物袋内并采用鹅颈式封口，医疗废物袋外表面应有明显警示标志标签，内容应当包括医

疗废物产生单位、产生日期、类别及特别说明等。

11.4.4 承运方运输责任人、医疗机构运输责任人或接收责任人应记录破损样本信息，包括条码号、姓

名、检验项目等，用有效氯终浓度为 2000 mg/L 消毒液对载荷箱进行消毒，待箱体自然干燥后再使用，

并向相关责任部门及领导通报。

11.4.5 其他应急处置措施应符合无人机使用及样本接收单位的生物安全管理要求。

12 保障

责任

使用无人机进行医疗物品运输的医疗机构应与承运人明确以下责任：

a) 载荷箱完好，运输物品损坏赔偿方案。

b) 载荷箱破损，对应事故赔偿方案。

c) 无人机飞行事故，对应赔偿方案。

无人机维修保障要求

12.2.1 承运人负责无人机系统日常保障及设备维修。

12.2.2 医疗机构负责任务载荷箱的日常保障及设备维修。

12.2.3 无人机维修和保障应符合《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 13、14、15 条的要求。

急救任务载荷箱保障与维护要求

12.3.1 应对急救任务载荷箱进行严格管理，仅做医疗救护使用，不得挪做他用。

12.3.2 应定期检查急救任务载荷箱及内部设备和药品，做到及时更换和补充，并做好登记。发现急救

设备存在故障应及时报告并进行维修。具体要求如下：

a) 急救药品必须置于救援任务载荷箱内并在指定区域或位置存放。需避光保存的药品及耗材应

贮存在避光包装容器内。

b) 应每月检查急救设备工作状态及药品数量、质量有效期并记录，必需每日对甘露醇进行检查。

急救药品、耗材的种类和数量要确保满足急救需要。

c) 救援任务载荷箱内物品、药品的有效期应不小于 1 个月。如发现医疗物品及药品有污染、变

色、过期、瓶签与瓶内药品不符、标签模糊或有涂改的情况应及时更换药品。建议在气温高

于 30℃条件下救援任务载荷箱内的药品、物品每 1 个月更换一次，冬季可每 3 个月更换一次。

d) 急救药品、器材、物品使用后应及时补充、清理，并对急救任务载荷箱消毒，使其保持完好

备用。

人类生物样本载荷箱的保障与维护要求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每天检查人类生物样本载荷箱的防爆功能和冷链管理系统，保证样本运输安全的前提下提

供了可控的运输环境。

b) 应对载荷箱进行严格管理，只做人类生物样本运送使用，不得挪做他用。

c) 应对载荷箱进行每班检查，并严格执行交接班制度，做好登记，发现故障应及时报告并修理。

d) 每日工作结束后，需用 500 mg/L 含氯消毒液或 75%酒精擦拭盖载荷箱内部及外部，作用 30 分

钟后用清水擦拭清洁，并擦干备用。



T/CCTAS XXXX—XXXX

8

e) 应每周检查配备物品（医用手套、口罩、消毒液和污物收纳盒）的数量、质量、及有效期。

标本周转时间要求

对于医学检验实验室，应在无人机正式投入应用前，规定各种人类生物样本类型匹配检测项目的运

输时间，并建立文件化程序，使运输时间处于受控状态，以满足医疗单位对于标本周转时间的要求。

人员要求

无人机医疗物品运输参与人员应学习本文件及引用文件并接受考核，考核合格后方可参与工作。使

用无人机进行医疗物品运输的单位应定期开展突发情况处置演习，保证相关操作人员技能熟练。相关人

员应符合《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16、17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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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清单

A.1 清单

表 A.1 清单

项目 配置清单

通用急救任务载荷箱 自动体外除颤仪（AED）

电子血压计

血氧/体温多功能夹

血糖仪

吸氧管/吸氧面罩

便携式制氧机

医用手套

棉签

纱布

绷带

止血带

医用胶带

可塑性卷曲夹板

剪刀

颈托

硫酸沙丁胺醇吸入气雾剂

心梗一包药

哮喘急救任务载荷箱 硫酸沙丁胺醇吸入气雾剂

泼尼松龙片5 mg

吸入用异丙托溴铵溶液

异丙托溴铵气雾剂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备用）

甲泼尼龙琥珀酸钠（备用）

盐酸异丙嗪注射液

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

硫酸特布他林雾化吸入溶液

0.9％氯化钠

手持电子雾化器

吸氧管/吸氧面罩

便携式制氧机

注射器

医用酒精片

一次性使用无菌棉签

一次性使用止血带

一次性无菌手套

指脉血氧夹

碘伏

砂轮

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急救任务载荷箱 拜阿司匹林肠溶片

替格瑞洛片

阿托伐他汀钙片

硝酸甘油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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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清单（续）

项目 配置清单

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急救任务载荷箱 卡托普利

盐酸利多卡因注射液

盐酸胺碘酮注射液

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

硫酸阿托品注射液

指脉血氧夹

自动体外除颤仪（AED）

电子血压计

便携式心电图机

吸氧管

便携式制氧机

听诊器

一次性无菌检查手套

注射器

碘伏

纱布

cTnT胶体金层析检测

酒精棉片

一次性使用棉签

一次性使用静脉留置针

球囊面罩

医用胶带

透明敷贴

一次性使用止血带

血糖仪

骨髓穿刺系统

POCT检测仪

溶栓

抗凝

抗板知情同意书

尿激酶（备用）

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rt-PA)（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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