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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市急救中心五医院急救站，便能
看到好几面锦旗摞挂在墙上，最上面的印
着“苏红大夫医德高尚 争分夺秒救死扶

伤 ”，落 款 时 间 为 2020 年 11 月 。 急 救 站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摞在下边看不到内
容的锦旗还有送给苏红医生的。问及高
频率赢得患者认可的原因时，41 岁的苏
红说：“每次到达现场，为阻止患者病情
发展，都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竭尽所能
进行处理，即使家属还没到场也不怕，科
学施救就好。”

苏红作为急救医生是成功的，作为儿
子却有万般愧疚。2020 年 11 月患者送来
锦旗的那段时间，苏红 68 岁的父亲去世，
一辈子务农的父亲临终前还说看到手机
上的锦旗照片了，当时没有过多言语但笑
了。苏红说：“父亲勤劳朴实，生前常叮嘱
他细一点、认真点，对病人态度好一点。”

虽然他陪父亲的时间不多，但时时牢记父
亲的叮嘱。

刚刚过去的一年里，苏红几次面对八
九十岁的老弱患者，身边没有身强力壮的
家属陪护，苏红判断病情后，生怕贻误治
疗时间，便弓身背患者下楼。随车护士
说，在车祸急救现场，担心被困司机失血
性休克，苏医生还爬进卡车，为司机扎针
输液。

为 救 人 ，他 还 面 对 过 火 车 在 身 边 疾
驰、油罐车在附近爆炸……但急救医生没
有时间担心这些，他们更在意的是生命通
道能够保障随时通畅。苏红说，只有急救
人员及时到达患者身边，才有可能第一时
间科学施救。

急救医生苏红：竭尽所能 急中求细

有着 22 年急救护士工作经验的裴立
诗，不愿意谈太多工作细节，她说：“自己
会有意覆盖过往的抢救工作经历，有些悲
伤记在脑子里，时间久了会成为工作压
力，唯有护理技能精进，与急救医生默契
配合，才能零误差守护生命。”

被市五医院评为“优秀护士”的裴立
诗喜欢把工作归类，再针对性提高自己的
专业技能，尽最大努力缩短现场与医生交
流的时间，为抢救争取更多时间。比如，
抢救一氧化碳中毒者，需要采取将患者抬
到安全通风处，彻底清除口腔、鼻腔异物
来打开气道等措施，这些都考验着急救人
员各方面的能力。裴立诗觉得，除了平时
勤于练习相关护理操作，还要多总结医生
现场需要协助干什么，熟悉后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就能意会，同步配合医生顺利完
成院前急救。

裴立诗还探索出一套为解除患者及
家属紧张焦虑、能有效安抚心理的方法，
通过有效沟通可以快速实施救治，在转运

过程中联系好后续的医疗人员及设备，这
样，大部分患者及家属就会冷静下来。

记者是在裴立诗上夜班时采访她的，
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她出勤两次，第一
次除了履行急救护士本职外，还看护起两
个孩子，直到家长赶到才离开。记者 20 时
离开时，裴立诗还没顾上吃晚饭，又赶往
下一个急救现场。

市急救中心五医院急救站护士长李
素梅介绍，急救具有不分时间与地点、随
机性和流动性强、体力消耗大、工作条件
差等特点，如遇没有家属在场的急救，急
救人员还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每一趟出
勤他们都需要默契配合，将争分夺秒做
到极致。

急救护士裴立诗：精益求精 默契配合

裴立诗在做急救准备工作裴立诗在做急救准备工作

苏红背患者下楼苏红背患者下楼（（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2009 年，大同市急救中心成立，那一
年，徐兴丽成为一名 120 调度员。十几年
来，她受理的呼救数量已难以计算，但受
理的车祸呼救、小孩呼救、独居老人呼救，
令她难以忘怀。

受理车祸呼救时，常出现较多伤者呼
救、呼救电话排队等候情况，外线电话也在
响，每次接通电话时总会传来急切无助的
声音，徐兴丽觉得，越是这种情形越需要引
导呼救人说清情况、耐心等待，她会清晰提
问，快速派车。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徐兴丽

更加觉得 120 电话线承载的生命之重，也
体会到一根线守护着万家灯火。

在徐兴丽受理的呼救中，不乏独居老
人为不影响在外打拼的孩子们一直忍着
病痛，直到危急时才拨打 120 的情况。她
说：“这种特殊呼救，背后基本都有心酸，
更需要我们安抚好呼救者的情绪，尽量得
到准确信息，确保最快发车。”

怀孕近 38 周的张青霞，在市急救中心
从事调度工作 3 年了，她说，怀揣小生命为
工作增添了更多忍耐力和责任心，呼救者
情急之下话说得不怎么好听，但这没关
系，辨别清楚患者所处位置和症状才是调
度最需要的。

张 青 霞 来 自 运 城 ，为 了 能 够 成 为 一
名合格的 120 调度员，曾将熟悉大同周边
县区方言和准确辨别市内重名或音近的
地理位置作为每日必修课，主动找机会
与会说县区方言的老人交流，从听懂一
个词到明白一句话，她说，这样的语感培

养很有效。功夫不负有心人，张青霞一
天天坚持下来，一个一个地熟悉重名或
音近的地理位置及周边环境，到 2018 年
顺利过关、正式上岗。

张青霞最近一次接到的呼叫，呼救人
着急地说患者在水泉湾·龙园，又提到平
城桥，还说了一些别的有关内容，张青霞
通过摘取共性部分，确定患者在金色水
岸·龙园后迅速派车，避免了一次无效派
车。她说，呼救人因为焦急说不清自己所
处位置时，不能随便引导，否则很容易出
错，只有将各小区与别的地名及其周围环
境烂熟于心，根据呼救者描述顺势有效互
动，才能派车无误。

市急救中心调度科有 10 位像徐兴丽、
张青霞这样的调度员，她们有着丰厚的医
学基础和专业的急救知识与技能，24 小时
接听呼叫电话，通过询问症状、初步判断、
针对性分流，调度着我市 20 家急救分站，
为急重伤病护航生命。

120调度员：跨越障碍 有效沟通

徐兴丽正在接线徐兴丽正在接线、、调度调度

争分夺秒，只为那“一线”生机
——“1·20”急救宣传日聚焦急救人

本报记者 辛莉莉

每条 120急救电话线，都连接着“一线”生机；每辆 120急救车，

都能奔走出“一线”希望。2019年 1 月 20日，中国医院协会急救中

心分会联合全国 120院前医疗急救机构及相关学会、协会，共同倡

议设立“120国家急救日”，来唤起全社会对院前急救的重视，全国

多个城市积极响应，将每年 1月 20日定为“急救宣传日”。

在 2021 年“急救宣传日”到来之际，本报记者走近这群争分夺

秒为生命护航的急救人，讲述他们与死神赛跑的故事。

2020 年，市急救中心工作集中在日
常院前急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大型突
发事件的紧急医学救援、卫生应急演练
以及急救知识培训等方面，其中日常院
前急救为工作主体。

120 调度指挥中心 2020 年共接听呼
救 及 咨 询 电 话 19 万 余 次 ，派 车 2 万 余
趟，救治近 2 万人，日均派车 61 趟，日均
救治 63 人，欲派无车 1605 次，呼叫满足
率 99%。

市急救中心
2020年日均救治63人

“ 目 前 我 市 急 救 知 识 普 及 率 并 不
高 ，遇 到 身 边 有 人 倒 下 ，出 现 无 反 应 、
无 呼 吸、生 命 危 在 旦 夕 时，敢 救 会 救 的
人 不 多 。”市 急 救 中 心 调 度 科 兼 培 训 科
科 长 马 君 说 ，“ 敢 救 是 前 提 ，要 有 法 律
保 障 ；会 救 是 基 础，要 掌 握 一 定 的 急 救
知 识 和 技 能；能 救 是 关 键 ，要 有 一 定 的
设 备 保 障 ，将 人 救 活 。 我 们 深 入 各 单
位进行培训时，发现人们对 CPR（心肺
复 苏）和 AED（自 动 体 外 除 颤 器）表 现
出 很 高 的 积 极 性 ，但 上 手 操 作 和 使 用
还需要更多练习，进一步熟练。”

采访中，多位急救人员提到，心脏骤
停、心梗、脑梗等留给急救的时间十分有
限，如果家人、亲属和身边人能够掌握科
学急救技能和相关医学常识，患者就会
更安全。

另外，市急救中心提醒市民，病情较
轻或不需要急救的病人，最好自行去医
院，不要稍有不适就拨打 120，以免浪费
宝贵的公共急救医疗资源；不拨打 120 骚
扰电话，不报假警，否则会使真正需要急
救的患者错失救护的最佳时间。

掌握科学急救知识
挽救身边危重患者

相关链接

急救人员奔向急救车急救人员奔向急救车，，准备赶赴现场准备赶赴现场

本版除资料照片外，均为辛莉莉摄

市急救中心工作人员到企业开展培训市急救中心工作人员到企业开展培训（（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