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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一名中学生突发心脏骤
停，依靠“救命神器”AED （自
动体外除颤器） 成功挽回生命；
一名男子在北京市东单体育馆突
然倒地，在场的 6 名医生使用体
育馆内安装的 AED，对该男子进
行 4 次电击除颤，令其恢复了自
主心率；宁波旅客随身携带 AED
赴美，在航班上成功救人⋯⋯

近年来，利用 AED 成功救回
心源性猝死患者的新闻事件频频
见诸媒体，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关注公共场所 AED 安装事宜。

公共场所安装 AED，被视作
城市文明的一大标志。2016 年 7
月，我市在全省率先开展了公共
场所设置 AED 工作，并在人流集
中的交通枢纽地段安装了首批 21
台由市红十字会募集的 AED。

将近 5 年过去了，全市公共场
所共投放安装了多少台 AED？有
多 少 市 民 能 在 关 键 时 刻 使 用
AED？公共场所投放安装的 AED
是否发挥了紧急救命的作用？最
近，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市红十
字会。

日本政府于 2004 年允许在公
共场所安装 AED 设备，并培训公
众学习使用。从 2005 年开始，日
本政府将学习使用 AED 列入中小
学生日常培训项目，同时开设了
心肺复苏课程。

据 《日本时报》 报道，日本
于 2014 年对一款 APP 进行测试，
该软件可以告知掌握心肺复苏术
的人们，附近是否有人出现心脏

骤停的现象。基于 GPS 的应用，
可以为心脏骤停患者提供应有的
帮助。

截至 2015 年，日本全国共有
60 万台 AED。日本政府正准备在
24 小 时 营 业 的 便 利 店 内 配 备
AED。目前，千叶县、三岛县、
静冈县和冲绳县 90%以上的便利
店装有AED。

（陈敏 整理）

日本：便利店配备AED初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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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命 神 器救 命 神 器 ””
AEDAED。。

自 动 体 外 除 颤 器 ， 简 称
AED，是供社会公众使用的便携
式急救设备，能够自动识别患者
心律并判断是否给予电击除颤，
用于现场抢救心脏骤停患者，根
据语音提示即可操作，使用起来
非常简单、安全。因其抢救生命
的成功率远高于徒手心肺复苏，
又被称为“救命神器”。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在
公共场所安装 AED 的必要性。

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统计，
我 国 心 源 性 猝 死 的 年 发 病 率 为
41.84/10 万，每年的心源性猝死
约 54.4 万 例 ， 相 当 于 每 天 约 有
1500 人发生猝死，其中约 90%发
生在医院以外的公共区域。

研究显示，心肺复苏每延迟
1 分 钟 ， 病 人 的 生 存 率 就 下 降
7%-10%。心跳停止超过 4 分钟，
脑组织会发生不可逆的损伤；超
过 10 分钟，抢救的成功率几乎为
0。但是，专业救援力量难以在短
时间内到达事发现场，往往会错
过急救黄金时间。所以，发现有
人心脏骤停倒地，最可靠的办法
是在急救人员赶到之前实施有效
的心肺复苏术。AED 之所以被称
为“救命神器”，最重要的原因就
是它能够显著提高生存率。研究
发现，如果在心脏骤停的 1 分钟
内 使 用 AED 对 患 者 进 行 电 击 除
颤，救活概率为 90%。

公 共 场 所 投 放 AED 这 项 工
作，受到了宁波市委、市政府的
高度重视，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大力支持。公共场所投放、安装
AED 被写入 《健康宁波 2030 行动
纲 要》，“ 公 共 应 急 救 护 服 务 工
程”在 2019 年和 2020 年连续两年
被列为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市
财政和民政部门通过福彩公益金
项目支持在社区安装 AED，各区
县 （市） 也 相 应 增 加 了 财 政 投
入，过去两年，全市均超额完成
当年度民生实事项目 AED 安装任

务。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
建议、呼吁在我市重点公共场所
扩大 AED 安装覆盖面，市人大持
续跟踪督导民生实事项目进展。
各级红十字会发挥组织优势，积
极 筹 措 公 益 基 金 ， 动 员 人 道 资
源，联合爱心企业和热心人士，
大 力 推 动 公 共 场 所 安 装 AED 工
作。

2017 年，市人大常委会在市
文明办协同下，制定出台 《宁波
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将“鼓励
在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设置自动
体 外 除 颤 器 （AED） 等 急 救 设
备”写入条例，并规定了救人免
责条款。这是全国首部并且是唯
一在地方性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中
倡导公共场所安装 AED 的法规。

据统计，目前我市已在公共
场所投放 720 余台 AED，达到每
万人 1.2 台，走在全省前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市
在公共场所投放、安装的 AED，
已 经 挽 回 了 数 条 宝 贵 的 生 命 。
2017 年 6 月 24 日上午，镇海绿轴
体育公园羽毛球场馆内，一男子
突然晕倒在地，所幸公园内安装
有 AED，经过培训的物业安全班
班长立即取来 AED，并按照机器
提示，对晕倒男子实施了有效的
电击除颤，使其转危为安。2019
年 10 月 26 日，宁波国际马拉松比
赛中，一名小伙子心脏骤停，慈
溪市红十字会救护培训讲师在现
场用 AED 对小伙子进行急救，经
过两次除颤后，小伙子成功获救。

为了方便市民第一时间找到
AED，2019 年，市红十字会开发
了 AED 电子地图，市民可在微信
小程序搜索“宁波 AED 地图”或
通过宁波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
进入地图搜索。市红十字会联合
市卫生健康部门，在全省率先将
公共场所 AED 接入 120 急救指挥
调度平台，为院前急救增添了新
力量。

720720余台余台““救命神器救命神器””
落户宁波公共场所落户宁波公共场所

根据国家心血管中心 2019 年
的统计数据计算，如果 AED 普及到
位，每年至少有 27 万人可以得救。

“如果生命发生了意外，我们是
没办法进行自救的，只能等待身边
的人来救援。只有人人参加应急救
护培训，人人学会应急救护，才能让
更多的生命得到挽救。”市红十字会
相关工作人员说。如今，公共场所有
了越来越多的 AED，为市民现场救
护提供了工具保障，成为院前急救
体系的有益补充，这就需要更多市
民学会、掌握应急救护技能。

据介绍，AED 使用方法早已被
列入红十字救护员培训内容。市委、
市政府也对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工
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先后 5 次将红
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列入市政府民生
实事项目。为向市民宣传普及应急
救护的知识和技能，我市各级红十
字会组织救护培训师资志愿者，走
进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农村等，
组织开展应急救护公益讲座和培
训。

令人欣慰的是，参加救护知识
培训、学习急救技能，正成为宁波众
多企事业单位的共同需求。我市电
力系统自 2008 年起，每 3 年对一线
电力工人进行救护员培训，每次受
训 1500 人至 2000 人；公安系统将红
十字救护员取证培训纳入公安民警
警衔晋升培训，已实施 3 年一轮的
培训，驾驶员培训学校、交警支队、
巡特警支队等也积极开展急救知识

普及培训；全市一线消防员实现救
护员培训全覆盖；应急管理部门连
年组织危化企业应急处置技能大
赛，将急救内容作为竞赛科目，并将
有关急救知识纳入安全生产人员培
训内容；教育部门实施学校应急救
护知识普及培训全覆盖；人社部门
将救护员培训纳入公务员培训体
系；机场工作人员学习急救实现全
覆盖⋯⋯

普通市民中也掀起了报名学习
急救技能、急救知识热。据了解，全
市红十字会系统开展的救护员培
训，平均每个月有 2000 多人参加。
自 2011 年以来，宁波市累计培训救
护 员 31.2 万 人 ，占 户 籍 人 口 的
5.14%；普及救护知识 223 万人次，
占户籍人口的 36.6%，走在全省前
列。

尽管越来越多的宁波市民主动
参加急救技能学习，越来越多的市
民掌握了包括 AED 在内的急救技
能，但业内人士认为，群众性现场救
护是急救链条的第一环节，应该有
更多的市民学习掌握 AED 使用等
急救技能，让 AED 等急救设备真正
发挥作用。

采访中，刚刚取得急救技能证
书的张先生建议，要推动这项工作，
可以尝试通过地方性法规或规章，
将应急救护培训取证作为警察、驾
驶员等入职强制标准，使应急救护
技能成为公众特别是高危行业群体
人人必学、人人必会的本领。

加强应急救护培训加强应急救护培训
让更多生命得到挽救让更多生命得到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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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共场所安装 AED 工作
总体起步较晚，这方面深圳走在了
全国前列。2017 年，深圳推出“公众
电除颤计划”，由市财政出资购置
5000 台 AED，在 5 年-10 年内实现
每 10 万服务人口配备 100 台 AED
的目标。截至今年 1 月 20 日，深圳已
安装 AED3500 台，还有 2000 台设备
将于今年上半年安装完成，届时深
圳 AED 覆盖率将达到全国第一。

2016 年 12 月，浙江省委、省政
府印发《健康浙江 2030 行动纲要》。
2018 年 1 月，《健康宁波 2030 行动
纲要》发布，到 2030 年，全市公共场
所 AED 配备率为每万人 1-2 台。按
此 测 算 ，我 市 在 公 共 场 所 投 放 的
AED 起码需要 1200 台。

宁波该如何推进“救命神器”全
覆盖？业内人士认为，对公共场所投
放、安装 AED 进行立法是一个有效
手段。这方面，国内一些城市提供了
可资借鉴的经验。

根据 2016 年 11 月起施行的《上
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下列场所
和单位应当配备必要的急救器械、
药品和掌握急救器械使用知识、技
能的工作人员：“轨道交通站点以及
机场、客运车站、港口客运码头等交
通枢纽；学校、体育场馆、展览场馆、
文 化 娱 乐 场 所 、旅 馆 、商 场 、景 区

（点）等人员密集场所；大型建筑施
工 企 业 的 施 工 现 场 、大 型 工 业 企
业。”该条例鼓励有条件的场所和单
位配备自动体外除颤器，紧急现场
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对患者造成

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

《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急救条例》 规
定：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制定机
场、地铁车站、火车站、汽车客运
站、客运码头、口岸等公共场所配
置自动体外除颤器等医疗急救设备
和器材规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
组织实施。已配置自动体外除颤器
的公共场所经营管理单位，应当在
开放或者营业时间安排掌握自动体
外除颤器使用技能的工作人员在
岗。鼓励社会力量在人员密集场所
按照相关规范配置自动体外除颤器
等医疗急救设备和器材。

今年起施行的 《杭州市公共场
所自动体外除颤器管理办法》 明确
规定，交通枢纽 （机场、火车站、
轨道交通站点、长途汽车客运站、
码头等） 等 6 类公共场所应当按规
定配置 AED。到 2022 年，杭州市
的 公 共 场 所 将 配 置 4200 台 AED，
达到 4.2 台/万人，确保 10 分钟内
可取得。

但宁波至今还没有相关的强制
性要求。据了解，宁波现有的 720
余台 AED 中，作为人流最集中的
交通枢纽仅投放了 50 台，分别为
机场 6 台、火车站 13 台、地铁站 9
台、汽车站 15 台、公交车站 7 台。

在今年宁波市两会上，有市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把设置
AED 尽早列入行业规范，明确配
置目标，提出行业标准，加强监
管，并落实配置单位管理责任。

促进促进““救命神器救命神器””全覆盖全覆盖
立法推动是有效手段立法推动是有效手段

如果在心脏骤停的1分钟内使用AED对患者进行电击
除颤，救活概率为90%——

““救救命神器命神器””全覆盖全覆盖
离我们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