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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01 秒”，是 2024 年 11 月份宁波市院前

医疗急救的平均反应时间。相较于 2022 年 11 月

份的“14 分 01 秒”，缩短了整整 4 分钟。

院前医疗急救，分秒必争。4 分钟变化的背

后，离不开法治力量的规范与保障。

9 月 12 日下午，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次 会 议 通 过 了 《宁 波 市 院 前 医 疗 急 救 服 务 条

例》（以下简称 《条例》），并经省人大常委会

批 准 ， 将 于 2025 年 1 月 1 日 起 正 式 实 施 。《条

例》 紧紧围绕“急”与“救”这两个关键点，

通过明确工作流程、严格反应时限、强化工作

衔接等，健全质量控制和监督体系，强化对院

前医疗急救服务工作全环节、全流程、全方位

监督管理，进一步畅通各环节上的堵点，打通

院前医疗急救“关键一公里”。

9 月 28 日中午，象山县泗
洲头镇急救点经历了一场与时
间赛跑的生死救援。一名 68 岁
的老年女性患者鲍某，在头晕
持 续 1 小 时 后 突 发 严 重 症 状 ，
双 眼 上 翻 ， 对 外 界 呼 唤 无 反
应。

当天 13 点 17 分，急救中心
调度员接到紧急求救电话，调
度员迅速通报“峙后村有患者
鲍某情况紧急”。泗洲头镇急救
点立即启动应急程序，救护车
在 2 分钟后疾驰而出。

13 点 27 分，救护车抵达现
场，医护人员迅速对患者进行
初步评估，发现患者虽尚有意
识，但状况极为不稳。

据工作人员回忆，在紧急
转运途中，王静医生密切监测
患 者 生 命 体 征 。 13 点 38 分 10
秒，患者突然出现呼吸心跳骤
停，王静医生和钟飞燕护士立
即 展 开 紧 急 心 肺 复 苏 术

（CPR）。经过数轮紧张有序的
抢 救 ， 在 13 点 44 分 25 秒 时 ，
患者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

患者后续院内诊断为：三度房
室传导阻滞。患者已植入起搏
器，目前能正常生活，定期在
上级医院门诊随访治疗。

“此次救援的成功，离不开
急救点与县中医医院之间的紧
密协作和高效衔接。从接警到
现场救援，再到患者转运和后
续治疗，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
快速、准确、高效。”泗洲头镇
急救点相关负责人表示。据了
解，自今年 6 月 28 日投入运营
以来，泗洲头镇急救点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累计出车 65 次，
已 成 功 抢 救 多 名 危 急 重 症 患
者。2023 年该乡镇平均急救反
应时间需 30 分钟，该急救点运
行后，平均急救反应时间为 9
分 23 秒。

这种院前院内高效协作的
模式，早已被写入 《条例》 当
中。

《条例》 第三章根据院前医
疗 急 救 服 务 流 程 ， 对 服 务 主
体、服务内容、服务途径、服
务规范等作了规定：一是建立

紧急呼叫联动机制。第十六条
明确，本市院前医疗急救呼叫
号 码 为 “120”， 与 “110”

“119” 等 建 立 急 救 联 动 机 制 。
二是明确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规
范。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分别
对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规范、急
救中心以及急救医师、急救护
士、急救员的职责作了具体明
确。三是规范院前医疗急救服
务工作流程。第十九条至第二
十三条分别对调度员职责、急
救车辆到达急救现场前工作要
求 、 现 场 急 救 职 责 、 转 运 原
则、院前院内工作衔接机制等
作了细化规定。

“院前院内工作高效衔接为
患者争取抢救时间提供了有利
的条件，《条例》 以更加高效保
障患者的生命安全为出发点，
对院前院内有效衔接的途径、
方式等作了针对性完善。”市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突发事件中，科学高效
的衔接机制能显著提高急救效
率。

院前医疗急救“全流程”规范管理

市红十字会数据显示，每
年我市大约有 30 万人次群众接
受急救知识和急救能力培训，
但急救知识普及工作存在任务
化 倾 向 ， 培 训 形 式 吸 引 力 不
足、实效性难以考证等问题亟
待改善。

“ 虽 然 培 训 人 数 每 年 都 在
增长，但真正在急救现场发挥
过作用的，数量极少，且都是
医 生 、 培 训 讲 师 、 志 愿 者
等。”市人大常委会在调研中
发现，院前医疗急救的公众参
与度不高。

我市目前在公共场所投放
了 4000 余 台 自 动 体 外 除 颤 仪

（AED），市民可通过微信小程
序“宁波 AED 地图”查询设备
分布位置。

立法调研过程中，市人大
代表、镇海区人民医院医疗集
团党委书记郝敬铎提出，急救
设 备 的 数 量 不 足 不 是 唯 一 问
题，更关键的是，市民是否会
用、是否敢用。他建议，立法
不仅要体现加强急救设备的投
放，更要强调建立管理和辅助
使用机制。

“为了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
有序参与急救，增强社会公众
急救意识和能力，《条例》 第四
章用一整章节的内容对社会公
众参与急救方式、能力建设、
急 救 设 备 配 置 等 内 容 作 了 规
定。”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

《条例》 明确了社会公众参
与急救的方式。为了有效利用
救护车到达前“黄金十分钟”
抢救时间，打通志愿者参与现
场急救的“最后一公里”，第
二十六条至第二十八条分别对
鼓励志愿服务活动开展、鼓励
公民参与现场急救、促进基层
治理与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的有
效联动作了具体明确。

为 了 落 实 各 方 主 体 责 任 ，
《条例》 第二十九条至第三十一
条分别对加强社会公众急救能
力建设、急救培训职责、重点
岗位人员急救培训要求等作了
明确。

郝敬铎也欣喜地发现 《条
例》对自动体外除颤仪等急救设
备配备等问题也作了回应——根
据规划要求配备自动体外除颤仪

的相关单位应当安排相关工作人
员参加社会公众急救培训，并
在急救和突发事件中协助开展
紧急现场急救。

“院前医疗急救中，最关键
的不是硬件资源，而是医护人
员的保障程度和社会公众参与
度。《条例》 第五章对加强院前
医疗急救服务队伍建设与保障
也作了明确规定。”郝敬铎相
信，此次立法过后，一定会有
更多优秀的医护工作者加入院
前医疗急救队伍中来。同时，
社会大众对于院前医疗急救的
认识以及急救知识的掌握会有
很大程度提升。

“在急救专业人员到达前，
由掌握一定急救知识和技能的
患者家属或者公众对患者采取
必要的急救措施，对于争取抢
救时间具有重要意义。急救知
识的普及，不是为了完成数字
任务，而是要真正让公众成为
急救链条的重要一环。”市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

让公众成为急救链条的重要一环

当前，我市院前医疗急救
服务面临“数量上升”和“难
度 加 大 ” 的 双 重 压 力 。 2023
年，全市院前医疗急救机构救
治人次达到 15.8 万，其中 60 岁
以上老年人 6.4 万人次，比 2020
年分别增长了 21.5%和 12.3%。

“近年来，宁波高度重视院
前医疗急救服务体系建设，在
提 升 服 务 能 力 、 强 化 服 务 保
障、理顺服务机制等方面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但对照人民群
众更加重视生命质量和健康安
全的新需求、新期盼，仍存在
许 多 不 足 。 特 别 是 在 服 务 水
平、平均急救反应时间、社会
公众参与等方面还有待提升和
规范。”采访中，市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相关负责人坦言。

比 如 说 ， 急 救 点 布 点 不
足 。 他 举 例 说 ， 按 照 浙 江 省

《关于进一步提升院前医疗急救
服务能力实施方案》 要求，城
市地区急救点服务半径不应超
过 3.5 公里，乡村地区服务半径
8 至 10 公里或建制乡镇至少建 1
个急救点。宁波急救点数量还
有一定差距。急救点的不足导
致体现城市院前医疗急救体系
建设水平的重要指标“急救反
应用时”明显延长。2022 年我
市全年平均急救反应用时为 14
分 37 秒。

在急救点总量不足的情况下，
急救点的布局上也不均衡——表
现为急救点主要分布在城市中
心，而不少乡镇实际未能覆盖
在有效的急救半径之内。“我市
乡镇总数为 83 个，截至 2022 年
底，设置的急救点为 36 个，超
过一半的乡镇没有急救点。宁
海、海曙等境内均有半数以上
的乡镇未建有急救点，影响的
人口总数较多。因此，我市面
临着补齐急救点数量的建设任
务，尤其是需要加快乡镇急救
点 建 设 ， 补 上 短 板 、 消 除 隐
患，给农村的老百姓带来切实
的健康安全保障。”

在广泛民意征集和深入专
题调研的基础上，《条例》 第二
章第九条规定，市和区 （县 、
市） 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院
前医疗急救服务体系，明确院
前医疗急救服务设施和相关急
救 设 备 的 规 划 布 局 、 设 置 标
准、实施保障等内容，推进陆
地、水面、空中等多方位、立
体化救护网络建设，并纳入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

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设施应
当按照下列规定设置：

（一） 市、各区 （县、市）
分别设置一个急救中心，并配
备满足生物、化学等污染防控
要求的清洗消毒场所；

（二） 每个乡镇 （街道） 设
置一个急救点，并可以根据国
家、省、市有关急救点服务人
口和服务半径的要求增设；

（三） 全市至少设置一个航
空医学救援基地；偏远山区、
海岛等交通不便的地区，可以
结合实际情况设置直升机起降
点。

急救点应当设置在被服务
人员相对集中区域并符合交通
便利的要求。鼓励将急救点与
消防救援站、高速公路收费站
点联合设置，提高院前医疗急
救服务效率。

目前，我市初步建成了以
市 急 救 中 心 为 龙 头 ， 各 区

（县、市） 急救中心为支撑，急
救点为基点的全市院前医疗急
救 网 络 ， 共 有 市 、 区 （县 、
市） 急 救 中 心 11 家 ， 急 救 点
149 个，救护车 323 辆，11 月份
我市已接近“10 分钟急救圈”，
当月的平均急救反应时间为 10
分 01 秒。

此 外 ，《条 例》 结 合 宁 波
实际，对化工园区以及高山、
离岸海岛等偏远地区的院前医
疗急救服务和海上医疗救治等
进行了专门规定，进一步打造
具有宁波地域和产业特色的急
救体系。

急救服务设施布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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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急救点基层急救点。。

“甬有急救”志愿者向市民讲解心肺复苏术。

急救人员在救护车内对患者进行急救操作急救人员在救护车内对患者进行急救操作。。

市急救中心调度大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