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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还在路上，心电图、B超等生命体征数据和图像已经
出现在了医院急诊的大屏上；患者还没到医院，医院已经接收
到了分诊信息，到院经急诊医生确认后，就能快速完成预挂号
操作……近日，宁波市急救中心的智慧急救系统成功对接宁波
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打造了宁波市首个“上车即入院”的智
慧救护车样板，通过5G网络、边缘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
等技术手段，打通院前院内急救的数据通道，让120患者的救
治更高效高质。1月17日下午，记者实地探访了这辆“样板级”
的智慧救护车，亲身体验了一次“上车即入院”的过程。

▲智慧救护车外观与内饰和
普通救护车并无二致。

▲ 车厢面板下的智慧物联网
引擎。

病人还在路上 病情已到医院

智慧救护车让患者“上车即入院”

从外观上看，这辆5G智慧救护
车和普通救护车并无二致，但车内
颇有门道。在智慧救护车上担架对
应的车顶位置，有一个不起眼的黑
色长方形状测距传感器，能自动识
别担架是否在正确的位置上以及病
人是否躺在担架上，从而判断救护
车正处于急救流程的哪一阶段，比
如患者是否已上车等，并第一时间
向市急救中心和医院急诊室报告。
患者上车后，由随车急救人员先对

患者进行基本救治操作，必要时还
可发起远程会诊。

在车内看似普通的面板后，还
藏着智慧急救系统的“大脑”，也是
智慧救护车的“黑匣子”——智慧物
联网引擎，患者上车后的体征信息、
车辆行进信息等，都要靠它来采集、
分析和传输。它把救护车从原来急
救流程上的“信息孤岛”变成了数据
链上的核心节点。

智慧救护车内藏“智慧大脑”

从医院的急诊大屏和分诊台
电脑上，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颗

“大脑”究竟传输了什么。在医院
急诊室的显示屏（预告知终端）上，
记者看到了救护车的车辆信息和
地图上的实时行进位置，患者的实
时血压、血氧饱和度、心电图等体
征信息和B超影像，以及医疗舱内
高清摄像头拍摄下的实时急救画
面。据悉，救护车行至距离目的
地医院小于5分钟车程时，还会开
启车前摄像头和驾驶室摄像头的
视频回传，例如发生交通拥堵等特
殊情况时，方便及时做出应急处
置。此时，通过病患身份信息识别
系统获取的病人身份信息，与急
救医生提交的患者信息一起，也
会传输到医院预检分诊平台上，
分诊医生提前就可进行预挂号操

作，并根据患者情况快速制定抢
救方案或进行术前准备。

此外，随着该智慧急救系统的
应用，市急救中心和接诊医院间的
病人交接单和急救费用结算单据，
也都从原先的纸质形式升级成了电
子形式，对接也更简便高效。

“此次市急救中心智慧救护车
系统与市级医院的成功对接，标志
着我市院前急救初步实现了病人

‘上车即入院’的目标，通过将入院
窗口前移，为患者后续治疗抢占黄
金时间。”市急救中心相关工作负
责人李一霁介绍，市急救中心还将
继续与全市各级医院积极协调，争
取信息互通共享，充分发挥院前院
内急救联动作用，让我市急救数字
化资源发挥最佳效果。

记者 徐露清 文/摄

病情、交通等信息实时传输

“小安吃奶和大小便
都很正常也有规律，感觉
她现在很厉害。谢谢你
们！”昨天下午，裹在包被
里的小安（化名）眼睛乌
溜溜地看着周围，家人们
一遍遍和宁波市第一医
院新生儿科的医生和护
士告别。

别看小安只有 2.15
千克，她已经创下了很多
奇迹——出生体重只有
580 克，全身差不多成年
人一个巴掌大，被称为

“巴掌宝宝”。她也是目
前宁波救治的体重最轻
的早产儿。

2021 年 11 月 17 日，
宁波晚报·甬上率先报道
了小安的故事，人民日报
客户端等多家媒体转载。

出生体重580克的
“巴掌宝宝”出院了
现在能自主呼吸、自主进食，胃口还挺好

“别看小安小，她可是见过
大世面的小宝宝，创下了很多
项‘最’。每一次闯关，都是她
和我们医护人们一起全力以
赴。”吴乃胜说。即便是在相对
平顺的上个月，小安还闯过了
不少关。

2021年12月初，医生在常
规视网膜筛查中发现，小安双
眼存在视网膜病变ROP（1区1
期）。发展下去，可能导致视网
膜脱落、失明。又连续进行2周
监测，检查结果还是一样，病情
似有进展倾向。与家属积极沟
通后，新生儿科和该院眼科专
家会诊。小安在手术室接受了
局部表面麻醉，双眼玻璃体腔
内注射了雷珠单抗注射液。她
也是宁波最小的腔内治疗患

者。幸运的是，之后的检查中，
没有再发现ROP。

“超早产儿，羽翼未丰，这
趟生命之旅注定艰难，但是，对
他们的爱一点都不会缺席。我
们医护人员用尽全力，孩子的
父母也完全信赖、配合我们。3
个月来，妈妈坚持吸奶，给孩子
喂母乳。哪怕一天只有几毫
升，也会送到医院。”吴乃胜说，
小安的出院并不意味着治疗、
管理的结束，恰恰是新的治疗、
管理模式的开始。在接下来的
3年里，小安需要持续定期随
访、监测，医生会视其生长发育
情况及时进行指导和相关医疗
干预。

记者 王颖
通讯员 陈静娜 文/摄

小安刚喝过奶，奶奶把她抱
在怀里，轻柔地拍嗝，像在呵护
最珍贵的宝贝。对这个家庭来
说，小安的到来太不容易了。小
安的妈妈有“自身免疫性疾病、
宫颈机能不全、习惯性流产”。这
已是她第3次怀孕，此前两次都
不幸流产，小安是试管婴儿。

宁波市第一医院新生儿科
主任吴乃胜感慨：“小安很了不
起，生命的坚强超乎想象。这
91天，她和我们一起创造了医
学奇迹，一个关卡一个关卡地
闯过来。”

2021年 10月 20日，25周
多点的小安早产了，体重580克
的她只有成年人的巴掌大小，

小手臂比成人手指还细，皮肤
呈胶冻状。小安很快出现了呼
吸困难，皮肤青紫。医护团队
第一时间进行新生儿窒息复
苏、气管插管，将其转入新生儿
科病房，住进高级暖箱，一系列
治疗紧锣密鼓地展开。

时隔近两个月，记者再见
到小安时，她已和之前判若两
人。她会用力地自主喝奶，会
翘起细细的手指，会打量这个
新奇的世界。

“小安现在的纠正月龄是38
周4天。她能自主呼吸，自主进
食，自主维持体温。这两天，每次
能喝40毫升母乳，3小时就要喝
一次，胃口挺好。”吴乃胜说。

“生命的坚强超乎想象”

“每次闯关都是她和医护人员全力以赴”

出院时的小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