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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救援是“空地一体”医疗救援模式的必备，也是检验一座城市全方位、立体化的综合应急救援体系的重要组成。
10月18日，一场由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济南铁路局淄博北站、淄博世博高新医院联合举行的空中应急救援实战演练拉开开帷幕。
这意味着，淄博又一个大型城市空中医疗救援平台正式开通。
众所周知，受城市规模大、人口密度高、救护情况复杂多变等因素影响，空中医疗急救已成为国内各大城市医疗救援的的“必修课”之一，

在借鉴海外经验的过程中，各地市在不断摸索符合自己的空中医疗急救道路。
关于此，淄博同样如是。
来自活动指挥组的介绍，此次演习旨在建立健全淄博紧急医学救援管理机制，全面提升现场紧急医学救援处置能力和收收治能力，构建

立体化协同救援，进一步推进医疗救援信息指挥、重症患者转运及医学救援、突发医学事件医学救援、铁路突发事件快快速医疗应急处置、紧
急医学救援培训演练工作。

与此同时，作为主办方之一的淄博世博高新医院也正式宣布，医院将搭建相关配套服务并向社会开放。
在这场空中应急救援实战演练背后，承载着淄博医疗怎样的愿景，又透露出淄博世博高新医院怎样的谋划？

记者 樊伟宏

演练

10月18日上午11：05，淄博世
博高新医院急诊中心接到淄博市
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指令：淄博北
站接某列车一名乘客突发“大面
积心梗”，需紧急就医。急诊中心
立即启动空中应急救援预案，并
做好突发“大面积心梗”乘客空中
救援准备。

11：12，救援直升飞机到达淄
博北站停机坪，医护人员为患者
进行急性心肌梗死院前急救准
备。院内救护车同步到达医院救
助点停机坪待命。

11：18，救援直升飞机起飞飞
往医院救助点停机坪。

11：23，救援直升飞机到达医
院救助点停机坪，医护人员将患
者转运至救护车，并立即送至医
院急诊中心，在抢救大厅进行抢
救。

11：27，患者被紧急抢救处理
后 ，被 送 至 导 管 室 进 一 步 治
疗……

从收到第一通求助电话到完
成急诊急救，全程只用了22分钟。

其实，这并不是淄博首次将
急救范围“抬离地面”。

早在2019年张店区湖罗路郭
辛村路段发生的一起两辆大型货
车相撞事故中，淄博就曾启动过

“空地一体化”救援机制，将受伤
的大货车司机迅速送达医院救
治。

彼时，交警部门给出的解释
为，正常情况下，由于车流量比较
大，救护车难以到达，送往医院难
度比较大，故而，“空中救援”行动
就此出现。

而那次救援，也被业内视为
淄博迎来直升机救援新时代的标
志。

但与之不同的是，前述这次

救援的发生地是在高铁上，大面
积心梗的特殊性也对抢救时间有
了更高要求，而从种种限制条件
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地域跨度、救
治难度还是调度统筹上，此次演
习面对的挑战要更大。

谋划

作为淄博头部社会办医的示
范单位，淄博世博高新医院在此
次演练中的角色定位，既在意料
之外，又属情理之中。

今年，是该院建院六周年，以
演练代替院庆，其背后与医院多
年来倡导的“大急诊”战略不谋而
合。

院方说，应急救治能力不仅
体现医院救治危重患者技术能
力，更重要的是检验医院急诊、医
技、重症和整个外科系统技术能
力的试金石。

“我们医院周边环绕多条高
速公路，日常承担了大量突发事
件的医疗救治任务。”淄博世博高
新医院方面称。

基于此，2021年，这家医院提
出打造全新急重症一体化救治网
格新模式，同时，结合医院发展实
际，他们开始着重建设急重症一
体化救治体系，打造急诊科与重
症医学科整合发展的、环环相扣
的“急救链”，为危急重症患者提
供全方位的生命支持和综合救
治，以提高抢救成功率、有效率和
周转率。

经过近年来的运作，时至今
日，该院已实现卒中溶栓时间20
分钟内成功率98%以上，缩短脑
卒中溶栓DNT时间，大大降低了
卒中病人的死亡率和致残率，“截
至目前，我们已经成功挽救了上
百条生命，帮助上百个家庭避免
了因病致贫。”淄博世博高新医院
方面表示。

不仅如此，“急重症一体化”
的带动下，该院已形成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协作攻关的多学科协
作诊疗模式，一切为了严重创伤、
多发伤患者在“黄金时段”内得到
迅速、规范、有效地救治。

这不仅大大降低严重创伤患
者死亡率及致残率，也提高严重
创伤患者的救治成功率。

关于此次演练，淄博世博高
新医院院长阎敬武表示，医院建
设直升机停机坪，为淄博市矿山、
道路救援、森林等紧急救援开辟
了“空地结合”的紧急医疗救援新
模式，并为周围地区百姓提供及
时、快速、高效的医疗救援服务，

“从多层次、多方面、多途径推进
‘陆空’医疗救援服务，打开救援
的绿色通道，服务于民，建立24小
时救援服务体系，实现‘网络化、
常态化’的陆空一体立体化救援，
大幅提高淄博紧急医学救援能
力，为全市急救模式创新打开新
局面。”

愿景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的
《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十四
五”规划》要求，明确到2025年末，
建立健全紧急医学救援管理机
制，全面提升现场紧急医学救援
处置能力和收治能力，构建陆海
空立体化协同救援。

淄博处于鲁中山地和华北平
原的过渡地带，地形较为复杂，是
一个多山、多丘陵，有平原也有盆
地的地区。同时，受组群式城市布
局的特点影响，紧急救援能力面
临诸多挑战。

近年来，淄博市急救系统急
救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圆
满完成了日常急救、突发事件应
急救援、重大活动保障及新冠疫
情防控工作任务。

来自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
心的数据统计：目前淄博市急救
站点达57家，装备齐全急救车近
130辆，便携实用车载急救设备

1000余件(套)，平均接警反应时
间2 . 92秒，平均调度处置时间58
秒,年接警出车8万余次。自2001
年开通至今，市医疗急救指挥中
心共受理呼救电话508 . 6万余
次，调度派车135 . 1万余次，救治
病人123 . 7万余人次，累计处置
三人及以上重大突发事件7463余
起，仅去年一年，就出车9 . 8万
次，救治病人9 . 2万次。

以淄博今年中秋国庆双节为
例，9月29日—10月6日，指挥中心
共受理急救电话574个，派出急救
车辆734车次，救治急危重症病人
2091人次，今年截止至今，中心已
出车约8万次。

“基于淄博现有的救援条件
和客观需要，对于空中救援而言，
在救护过程中，其优势不仅是

‘快’，在面对很多地面救护难以
执行的情况，譬如遭遇交通堵塞、
高山、道路塌方等困境时，空中救
援就是一个最好的补充。而且，空
中救援还可以实现专家‘空降’到
达目的地抢救病人。”淄博医疗领
域业内人士表示。

他同时表示，空中救援还可
以满足部分病人的特殊需要，如
一些脑外伤、脊柱损伤的病人，可
免去长时间颠簸震动。

由此可见，基于患者需求和
未来可预见的诸多救援挑战，空
中救援系统担负的不仅是医学救
援任务，还可以在公共突发事件
中实现紧急救援，这是淄博救援
能力破题的关键之一。

与此同时，淄博一医院相关
负责人提出建议，在关注空中救
援快速高效的同时，更要搭建好
强大顺畅的调度系统，才能在未
来的实际操作中，发挥出事半功
倍的效果，这或许才是当下淄博
医疗重点关注的焦点。

焦点存在。但无论怎样，我们
可以看到，此次演练将为淄博这
类组群式城市开展“空中医学救
援”提供一次有益尝试。


	Y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