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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电话里很嘈杂，我听到孩子喊‘妈妈没
气了’，第一反应是晕倒或者心脏骤停。”有着7年
调度经验的贺伦辉回忆起当晚的情形，语气依然
透着紧张。她本能地指导家属让患者平躺，准备
进行心肺复苏远程指导，但背景音里一句模糊的

“吃饭时呛到”让她立刻警觉——“是不是吃东西
卡住了？”她大声地询问。

男孩立刻反应过来大喊：“她吃了个花椒，
呛住了。”

此时，调度系统显示救护车尚需几分钟抵
达。贺伦辉迅速切换急救方案：“我教你们用海

姆立克急救法。”她一边盯着调度系统里的救护
车轨迹，一边快速询问：“家里有大人吗？”

电话那头，男孩的阿姨迅速作出了回应。
“现在我跟你说怎么做。先环抱住她，然后

两个拳头握紧，放在肚脐眼上面两指处。”贺伦辉
冷静地通过电话指导另一头的家属进行急救。

由于现场有很多人，背景声音非常嘈杂，贺
伦辉突然听到男孩在电话那头高声说：“你们别
说话，听阿姨指挥！”

“把她的背贴紧你的胸，用环抱的力气把她
提起来，往你身上冲……”

电话急救！6分钟救了一条命
“我妈妈现在好像说不了话了！她出不来气了！”
几天前的一个傍晚，18时40分，北仑区急救中心调度员贺伦辉接到一通紧急求救

电话，电话那头，一个年仅七八岁的男孩正焦急地呼喊。
一场长达6分钟的救援就此展开。

危急关头
如何正确拨打120急救电话？

以下三个关键步骤至关重要——
首先是说清楚地址，务必提供详细具体的

位置信息，例如“某区某路某小区 3 栋 2 单元
501”，若附近存在明显地标，应一同说明，以便
急救人员快速定位。

其次要讲清楚情况，简明扼要地说明事发
情况，同时开启手机免提功能，确保急救中心
给予的指导能让现场所有人清晰听见，及时采
取正确应对措施。

最后需安排人接应，安排专人前往路口等
候救护车，接应人员可手持手电筒或颜色醒目
的物品晃动示意，帮助司机快速找到事发地
点，最大限度节省救援时间。

如若身边有人突发异物卡喉
该怎么办？

海姆立克急救法被誉为应对气道异物梗
阻的“黄金急救术”，尤其对吞咽功能退化的老
年人至关重要。

首先，施救者应站于患者身后，双臂环绕
其腰部；接着，一手握拳，拳眼对准患者肚脐上
方两指处；另一手包裹拳头，快速向内上方冲
击腹部，直至异物排出。

特别提醒，如果患者已昏迷或体型肥胖，
可改用胸部冲击法；若独处，可借助椅背自救。

记者 任诗妤 通讯员 周密

4分钟后，救护车抵达，贺伦辉让男孩去接
应，其他人继续抢救。

这场电话急救持续了6分钟，其间，贺伦辉不
断确认：“有没有吐出来？神志清醒了没有？”

直到有人喊出声：“出来了！吐出来了！”贺
伦辉这才松了口气，立即提醒：“花椒可能有碎
屑，还是要去医院检查。”

当晚，患者被就近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确认无异物残留。

事后，当被问及救援时的心情，贺伦辉笑了
笑：“根本来不及想别的，满脑子就想着怎么把
步骤讲清楚，毕竟先救人最重要。我们遇到过
不少异物卡喉的情况，尤其是吃饭时间，小孩跑
着吃饭、老人假牙松动，还有糯米制品卡喉的特
别多。”她特别提到，那天求救的男孩，声音听起
来只有七八岁，但关键时刻很冷静，“能在慌乱
中听从指挥，说明家里平时的安全教育做得很
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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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持续了6分钟2

●
新
闻
多
一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