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左妍）“120吗？

有人昏过去了！”最近，上海市医疗

急救中心接到两通来电，都是中年

男子在家心跳呼吸骤停。“请保持通

话！”他们的家属均在调度员的远程

指导下成功开展自救，为后续救治

赢得宝贵时间。

日前，记者来到市医疗急救中

心，重听2个电话录音，还原背后的

生命接力。

“我丈夫意识不清，叫不醒……”

一位女士急促的求救声从电话那头

传来。

“先别慌！患者几岁？有呼吸

吗？”调度员黄雨凡询问关键信息，

并安抚对方情绪。

“58岁，他在大喘气……”黄雨

凡判断患者“大喘气”实为“濒死呼

吸”，可能为心跳呼吸骤停，她问清

地址后第一时间派单，救护车疾驰

上路，但这通电话并没有结束。

“女士语无伦次，我问旁边有没

有子女，她就把电话给了她儿子。”

黄雨凡说。

“没做过心肺复苏（CPR）没关

系，我教您……让患者平躺在地上，

拿掉他头下面的所有东西。两只手

交叠放在他两乳头连线中点处，向

下按压至少5厘米，跟着我的拍子，

1、2、3……”

“一直按！别停！”就这样，患者

儿子和闻讯而来帮忙的邻居，轮流

持续按压了约8分钟。一通10分钟

的电话，记录了一次大胆又默契的

配合，也建起了一条生命通道。

“救护车到了！”黄雨凡长舒一

口气，轮到急救医生了。

“当时就感觉家属的按压不是

无效的，甚至帮了大忙。连接心电

监护，除颤，新一轮CPR……”急救

医生李竹说，5分钟后，患者有了心

跳和呼吸。

“赶快就近送第六人民医院！”李

竹用“智慧急救”信息传输系统将患

者生命体征预报六院。救护车到时，

患者意识初步恢复，医生护士也已做

好准备，启动胸痛中心绿色通道。血

管造影结果显示，患者心脏左侧血管

完全闭塞，右边血管部分闭塞。开通

血管并植入支架，患者5天后出院。

3月9日，一名67岁的患者也突发

急性心梗致呼吸心跳骤停，患者女儿同

样在120电话指导下为患者实施CPR。

急救医生接力，现场复苏成功，患者

被送到第一人民医院，恢复良好。

“心脏骤停的抢救黄金时间是4

分钟，如果等待的时间里什么都不

做，病人救回来的希望渺茫。”市医疗

急救中心通信部副部长邵贇说。不少

市民遇到紧急情况只会催促调度员

“快点”，无法配合施救。其实，电话指

导急救前，车已派出，两者不冲突。

“市医疗急救中心自2021年11

月启用医学远程指导，指导病例主要

以昏迷晕厥、心跳呼吸骤停等为主，弥

补救护车到达前的急救空白期。目前

共 计 指 导 19190例 ，其 中 现 场

CPR2107例，指导后复苏成功118例。”

市医疗急救中心主任张志锋说，仅今年

以来，指导下的现场复苏成功就有50

例，家属的配合功不可没。

拨打   后，“保持通话”很关键
市医疗急救中心普及“救命技能”，远程指导家属开展自救

▲ 急救医生在做出车准备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 黄雨凡在远程指导呼叫者如何启动自救 采访对象 供图

记者日前从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了解到，

    年本市中心城区的平均急救反应时间（指从

接到呼救电话至救护车到达现场的平均用时）为9

分  秒。平均急救反应时间是衡量急救速度的

客观指标，与距离、路况、业务量等因素有关。目

前，本市已提前达到上海市卫生改革发展的三个

核心指标，即平均急救反应时间在  分钟内，每 

万人口 辆救护车，平均急救半径 .5公里内。

救护车跑出“加速度”，换来市

民的“安全感”。近年来，上海市医

疗急救中心“提效率、强技能”，但

只有速度还不够，市医疗急救中心

进一步打造“大急救链”，在调度、

救治、服务环节突破创新，聚焦“黄

金4分钟”，推进“呼叫即救治”，实

现“上车即入院”，提升保障市民生

命健康与城市安全的水平。

马上施救“零等待”
当救护车闪烁着警示灯行驶

于大街小巷，很多人的感受是“紧

张”，殊不知，比看到救护车更紧张

的，是等待的过程。在救护车到达

前的每一分钟，可能都是患者的最

后一分钟。

“老人吃东西噎到了，呼吸困

难……”春节期间，上海市120调度

指挥中心接到一通电话，派出车的

同时，调度员立即在电话中指导家

属进行急救。“你在他背后，环抱住

他的腰，一手握拳，另一只手抓住

拳头放到肚脐以上的地方，一定要

放在肋骨和胸骨下。猛地、快速朝

腹部上方冲击，坚持做，直到他能

呼吸、说话、咳嗽，如果他出现昏

迷，请立即告诉我！”

通过多次纠正和指导，电话那

头的家属好像掌握了操作步骤。

“脸红起来了！意识有了！啊，救

护车也来了！”很幸运，经接力救

治，老人被救回来了。

在着力推进便捷就医数字化

转型过程中，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积极推行医疗远程指导系统。这

套系统对标国际，由32个标准化的

主诉预案组成，如胸痛、中风、分

娩、气道异物等，也包括心肺复苏、

海姆立克法等急救方法，能够填补

救护车赶到现场前的“空窗期”。

拨打“120”后，与调度人员保

持通话是非常重要的。中心通信

部副部长邵贇说，急救从120电话

接通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我们已

经派出车辆，请不要挂断电话。请

保持冷静，按我说的做。”听到这样

的话后，尽管大多数人实际生活中

并没有操作过心肺复苏或者海姆

立克法，但在远程指导下还是可以

一步步完成。今年春节期间，上海

市120调度指挥中心开展远程医疗

指导，通过第一目击者现场自救互

救，现场复苏就成功了5例。

院前院内“零时差”
2019年，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就联合市医疗急救中心完成上海

首例5G救护车院前院内急救演习

时出现的场景。从患者被抬上5G救

护车的一刻起，院前急救人员与院内

的急诊团队“零时差”融合。

2021年，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投入45辆5G急救车到一线，拉开

了“智慧急救”的序幕，2022年全面

启动“智慧急救”2.0建设。市医疗

急救中心急救部部长吴德根介绍，

患者只要致电120，即可匹配最近

的急救车，提前调阅患者健康档

案；急救医生在患者上车后，可以

通过随车的智慧化设备与目标医

院建立联系，还能远程会诊——截

至目前，院前院内信息共享平台已

覆盖本市85家设有急诊的医疗机

构，支撑全市急救网络高效运行。

“市医疗急救中心每天大概派

出1500车次，急危重症患者占所有

患者的10%左右。这类患者的抢

救争分夺秒，我们还和上海市第六

人民医院急诊合作，试点‘上车即

挂号’，让院内医生收到患者信息

后立即完成挂号程序，并开具相关

检查单，节省奔波等候的时间。”吴

德根表示。

据六院急诊办公室主任张屹

介绍，六院自2022年底协同市医疗

急救中心完成了院内急救流程的升

级改造。救护车上传相关数据给院

内的医务人员，包括心电图、血压、

血糖等信息实时传输，医院则会根

据患者实际情况进行分诊并安排救

治力量。此外，随车急救医生还能

和医院专家进一步开展联合诊疗，

“入院”这一关口被大幅前移。

“救护车不是一个单纯的转运

工具，不是说抬抱患者去医院就行

了，救护车是一个移动的抢救室。”

吴德根认为，救护车硬件迭代，加

上强大的软件升级，病人的所有资

料实现院前院内共享，虽然派出去

的是一辆车、一个急救单元，但背

后却是整个救治团队的支撑。

为解决院前急救时相关费用

“先现金垫付、后医保报销”的不便，

120救护车医保直接结算还被列为

2022年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目

前，急救车均具备医保直接结算能

力，实现了120院前急救医疗费用实

时结算、脱卡结算和报销“零跑腿”。

学习体验“零距离”
在市医疗急救中心主任张志锋

看来，疫情过后，上海的急救能力和

市民需求都在持续提升，从“智慧急

救”2.0到如今打造贯通“自救互救

—院前急救—院内急诊”的“大急救

链”，可以说是进入了急救模式

3.0。这就更需要促进第一目击者、

社区志愿者联动，充分发挥社区力

量与志愿者的就近快速反应能力，

填补院前急救待援的“空窗期”，提

高全民急救施救率。

据统计，我国目前每年因心脏

骤停、脑卒中等急危重症死亡的人数

超过1000万，其中约80%发生在院

外，而院外心肺复苏成功率仅为1%

至3%，远低于发达国家15%的水

平。《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提出，鼓励开展群众性应急救护

培训，到2030年将取得急救培训证

书的人员比例提高到3％及以上。

中心科教部部长许萍告诉记

者，3年前中心在不断加强内部业

务培训的基础上，启用了院前急救

科普文化基地，让市民“零距离”体

验、学习急救知识，在模拟环境中

操作如何“救人”。许萍说：“老百

姓学习基础急救技能的意愿不断

加强，中心每天都会收到个人或团

体报名学习心肺复苏等技能，人员

满了就能开班，但要经过严格考

核，通过后会发证。通过学习，很

多普通市民在遇到紧急事件时，也

能勇敢站出来，快速施以援手。”

回顾近年来的全国两会，每年

都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呼吁加强

急救体系建设，普及“救命技能”。

市医疗急救中心主任张志锋透露，

将在继续提升科普与专业培训水平

的同时，聚焦急救“黄金4分钟”，构

建及时有效的“时空对接”，为市民

提供更快、更好、更优的急救服务，

让“大急救链”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

的生命健康。 本报记者 左妍

聚焦“黄金4分钟”，上海120推进“大急救链”守护市民生命

“呼叫即救治、上车即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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