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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说法

TIPS

AED 是一种便携式的医疗设备，可

以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并且给予电击除

颤，是一种普通公众也可以掌握操作的

“傻瓜式”医疗设备。发生心跳骤停时，用

直流电击可让无规律的心室颤动停止，重

新指挥心脏正常运作。

据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课题组

所撰写的《关于广州市公共场所全覆盖配

置AED的建议》报告所述，经过综合测算

目前广州公共场所配置 AED 设备数量，

约有600台。

今年8月底，由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

办的《羊城论坛》就如何进一步提升广州

的社会急救医疗管理水平，邀请社会各界

建言献策。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自2017年广州开

始在公共场所推广设置AED以来，目前多

处公共场所都进行了统一配置。只是在

全市范围内，目前距离AED配置的国际标

准——“每400米一台”还相差甚远。

2021 年以来，广州市红十字会加紧

推进使用培训工作。据广州市红十字会

四级调研员吕军介绍，今年来广州市红十

字会已经完成了 14000 名应急救护员的

培训工作，接下来将计划前往各学校、运

动场所、公共区域、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地

推广 AED 的使用，“今年我们要完成近

300场应急救护科普教育，惠及人数将达

5万人。”吕军说。

在广州市的市属公共体育场馆中，

AED的配备情况相对较好。广州市体育

局体育产业处（保卫处）副处长贾生鹏介

绍，2019 年时广州体育系统仅有 19 台

AED，2021年在财政等部门支持下，分两

批采购了127台AED，并接受了社会力量

捐赠了15台。目前整个广州市的市属公

共体育场馆配备了161台AED，已全部按

照“黄金4分钟”的原则进行了布点。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医务科科

长余涛指出，从整个心肺复苏的发展历程

来看，大幅度提升抢救成功率，在于公众

应急救护知识的普及和AED的普及。“我

认为急救素质是现代公民的一个基本素

质，提升急救素质需要政府的普及推广，

还需要社会团体去引导，更需要居民的自

我学习。”

广州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处长解素

春坦言：“广州市AED配置工作才刚刚起

步，可以说还是在政策层面，今年广州计

划配置800台AED。”他透露说，广州正在

制定AED配置的标准和要求，“我们起步

虽然晚了，但是起步标准一定要高”。广

州将以重点部门、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开

展 AED 的配置工作，然后逐步增加配置

数量，扩大覆盖范围，同时加强AED培训

工作和后续的管理维护。

今年 9 月初，广东省第七个“中华慈

善日”活动暨广州市“羊城慈善月”启动仪

式在广州举行。启动仪式上，广州市慈善

会、广东省蓝态幸福文化公益基金会联合

向全市176个镇（街）各捐赠1台AED。

广州市慈善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希望

全民学习应急救援安全知识和技能，让越

来越多的人掌握心肺复苏技能和尽快拿到

AED施救。广东省蓝态幸福文化公益基金

会党支部书记、理事长张华介绍：“接下来，

我们将为各镇（街）提供配套人工心肺复苏

与AED使用的公益培训课程，每个镇街至

少开展3场培训，指导镇（街）社工和工作人

员学会使用AED和急救知识。我们同时希

望每个镇（街）能建立一支AED急救队伍，

他们就能常态化为市民提供急救培训，让

受益者成为参与者、志愿者。”

张华还提到，这批 AED 自动体外除

颤器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配置到位，配置过

程中将组织开展培训，计划在 2023 年年

底前完成 600 场公益培训，大约辐射 2.6

万人。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广州目前由

市财政供养的公园景区中，共有14个

景区已配备了27台AED设备。

其中白云山（摩星岭景区、明珠楼

景区、鸣春谷景区）7 台，越秀公园 6

台，广州起义烈士陵园3台，白江湖森

林公园、黄花岗公园各2台，流花湖公

园、广州动物园、珠江公园、中山纪念

堂、广州市儿童公园、十九路军陵园、

帽峰山各 1 台。人民公园、流溪河国

家森林公园、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暂未

配备。

据悉，有的公园今年已做了采购

预算，等待批示。值得注意的是，27

台设备中有 19 台来自捐赠。相关负

责人表示，资金吃紧是主要原因，希望

有更多社会赞助能流入公园。

区财政供养的100多家公园景区

共配备了 20 台 AED，且全部来自捐

赠。情况最好的是增城区，有 8 个公

园各配备了一台AED，全部来自区卫

生健康局赠送。

此外，黄埔区水墨园、揽胜园、叠

翠园，花都区的花都湖湿地公园，从化

区的青云公园、从化儿童公园各有 1

台 AED，海珠区湿地办、海珠湿地维

护中心共配备了6台。

另外，新快报记者就AED设置的

相关问题咨询了广州市内几家文博单

位，广州图书馆、农讲所纪念馆和辛亥

革命纪念馆均配备有AED，放置于前

台服务处等人流较多的地方，南汉二

陵博物馆也表示目前已有 AED 配置

计划。

广州博物馆、南越王博物院、广州

艺术博物院等单位相关人员回复称目

前暂未配备该设备，但每年均会组织

一线工作人员参与急救技能培训，掌

握包括但不限于心肺复苏、海姆立克

急救法、伤口急救包扎等技能。

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课题组所撰

写的《关于广州市公共场所全覆盖配置

AED的建议》报告显示，目前广州尚没有官

方的 AED 地图，通过微信小程序可搜索到

20 多款“AED 地图”导航相关程序，但能搜

索到广州最新的AED放置位置信息的是由

生命链（广州）大健康产业股份公司开发的

“城市救命地图”小程序。市民可通过手机

进行查询，方便找到距离身边最近的AED。

记者了解到，广州将加快建立“互联

网+急救指挥系统+AED地图”的广州智慧

急救体系，将 AED 地图嵌入全市急救医疗

指挥系统，通过将公共场所设置的 AED 和

广州市社会急救以及医院内急诊体系有机

融合起来，全面推进广州市 AED 配置及急

救急诊水平提升。

当然，目前的 AED 配备也存在一些问

题，比如设备所在最多是天河、越秀和海珠，

其次是番禺、增城和白云，再次是荔湾、黄

埔，南沙、花都和从化三区配置最少，存在明

显的区域不平衡现象。另外，广州部分单位

自行购置的AED放置位置信息并没有完整

在小程序上反映。

新快报记者扫描广州各公共场所AED覆盖情况

一器在手“黄金4分钟”内可紧急救命 你身边配AED了吗？

自去年11月15日起，广州地铁已实

现 AED 设备全覆盖地铁线网各站点。

这一标志性事件，进一步提升了广州轨

道交通出行应急处置能力，助力广州创

建全国“慈善之城”。

据广州地铁工作人员介绍，AED

安装的具体位置根据车站现场实际情

况确定，原则上摆放在车站控制室附

近。为方便乘客了解 AED 的配置情

况，广州地铁已更新官方 APP 上 AED

车站的服务设施信息和相应位置，并

将相关告示在车站区域和地铁电视上

发布。

此外，各车站逐步完善了AED三角

定位标识牌设置工作，加强车站AED位

置指引。同时，地铁线网车站AED设备

设置情况将逐步纳入主流导航地图软

件，方便有需乘客查询定位。

更重要的是，由具有相关资质的工

作人员对地铁一线人员开展多批次、覆

盖大规模人群的人工心肺复苏和 AED

使用的技能强化公益培训。

今年 1 月，广州地铁与广州市红十

字会签订共建协议，重点时间段将在线

网10座重点车站挂牌“红十字救护站”，

上线红十字会应急救助专业志愿者。广

州地铁同时宣布，启动“广州地铁万名青

年应急救护专项劳动竞赛”，促进全员应

急救护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提升应急

救护服务能力。

日前，广东省体育局、广东省教育厅
联合印发了《广东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
构设置标准（试行）》。其中有一条规定：
培 训 场 所 应 配 备 自 动 体 外 除 颤 仪
（AED）。这在校外体育培训层面，再一
次强调了AED的重要性。

十几年来，急救医学在我国快速发
展，广州制定了全国第一个关于社会急
救医疗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大力推动了
城市应急和基础服务功能建设。

2017年，广州市开始在公共场所推
广设置 AED，让越来越多人了解到这一

“救命神器”，如今AED在广州的覆盖情
况究竟如何？新快报记者兵分多路，对
各个公共场所一探究竟。

■统筹：新快报记者 高京
■采写：新快报记者 黄闻禹 李佳文 王彤

黎秋玲 王娟 麦婉诗
许婉婕 高镛舒 高京

■摄影：新快报记者 毕志毅

■广州地铁四号线石碁站，站长展示AED设备。（资料图）

广州市卫健委：
高标准推进AED配置 今年计划配置800台

广州地铁线网各站点已实现全覆盖

今年4月18日，广州南站地铁工作

人员梁俊杰在7号线列车附近听到有乘

客惊声呼救，只见一名男乘客晕倒在地，

当时他唇色惨白，已无意识，呼吸微弱，

梁俊杰和下班路过的另一名地铁员工李

莉立即对该男乘客实施心肺复苏。

站 内 其 他 人 员 闻 讯 携 带 药 箱 和

AED设备赶到现场。经过体外除颤后，

工作人员继续交替为乘客进行胸外按

压，并按照提示呼唤乘客。经过轮流实

施胸外按压，乘客恢复心跳和呼吸，并开

始恢复意识。随后救护车赶到，接乘客

前往医院进一步治疗。当天午夜乘客经

过手术之后已无大碍。

地铁乘客晕倒被紧急抢救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广州市体育

局于 2021 年启动市属公共体育场馆

AED的配置工作。目前，广州天河体

育中心、广州市群众体育指导中心、越

秀游泳场、矿泉游泳场、沙面体育俱乐

部、海角红楼游泳场、广州市羽毛球运

动管理中心、越秀山（洪德）体育场、广

州大学城体育中心等市属体育场馆的

100 多台 AED 已投放到位，均设置在

场馆醒目位置。

经过自行购买和外界捐赠，广州

市市属体育场馆的“救命神器”配置总

数量达到161台。

接下来，广州市体育局会把更多

的工作重心放在 AED 的管理维护和

场馆工作人员培训上。

广州市体育局还将利用广播、户

外广告设施、电子屏幕、宣传栏等多种

方式，同时结合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平

台“群体通”已发布多篇微信公众号推

文，及时公布广州市属公共体育场馆

配置AED信息，不断推广“救命神器”

AED使用流程与指南。

同时，广州市的不少社会体育场

馆也配备了AED设备，以体育培训机

构薪火阵营为例，该机构在广东自营

的场馆共有10家，每家自开始营业之

日起就配备了AED。

两个月前，球友邱先生在深圳易建联篮

球（西丽）训练中心打球时突发运动性心脏

骤停，倒地失去意识。薪火阵营球馆工作人

员李东迅速用AED实施教科书式救人。

经过李东在现场的紧急处理，邱先生已

恢复了意识。救护车赶到后，将邱先生送至

医院做进一步观察。当晚，邱先生就已经完

全恢复。据医生透露，这次现场急救的效果

非常好，邱先生在被送到医院后各项指标都

没问题。

“平时场馆内球友受伤，我也曾帮助处

理，但使用 AED 还是第一次。公司对于这

个装置的使用方法培训过很多次，所以大家

对它都比较熟悉。”李东说。

体育
场馆 配备较多且均设置在醒目位置

平时有培训
紧急救人时得心应手

●案例

白云山景区的AED设备也发挥过紧急

救命的作用。去年12月22日清晨，一名老

年游客突然晕倒在路边，正在晨跑的白云山

派出所民警刘耀柏刚好路过，在初步判断老

人已停止呼吸心跳后，刘警官马上拨打急救

电话，并立即对其进行心肺复苏，白云山鸣

春谷巡逻保安副队长樊诚迅速取来景区配

备的AED。

经过及时专业的按压、除颤，几分钟后

老人终于恢复了自主呼吸。随后被 120 救

护车接走做进一步治疗。由于反应迅速，处

置得当，抓住了最佳抢救时间的“黄金 4 分

钟”，老人得到了妥善救治，生命体征平稳。

白云山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白云山的7

台AED除颤仪配置在人流量大的游览节点、

公共区域。景区已组织服务、安保、巡查等一

线人员开展应急急救技能和AED使用培训。

景区
公园 所用设备多来自捐赠 希望有更多社会赞助

白云山迅速救助老年游客

●案例

如何寻找身边的AED？

9月15日至22日，“2022中国急诊专科医

联体年会暨中国急诊技术大会”在广州举办，

会议间隙，中国急诊专科医联体主席、中国医

师协会急诊分会会长、北京协和医院急诊医

学系于学忠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心脏骤

停患者救治率仍然较低，区域复苏中心建设非

常迫切。建议依托高水平综合医院的急诊医

学科建设复苏中心，确保复苏所需的相关学

科、人员力量、技术和设备得以高效协调运作，

为心脏骤停患者提供当地最高水平的救治。

同时，复苏中心也应着力打造公共急

救体系，为警察、公务员、消防、保安、学生

等特殊人群做好复苏知识普及和培训、协

助做好公共场所AED的布控和可及性，使

心脏骤停患者在院外能3分钟内有急救人

员和抢救设备。

“别的科可以说是救死扶伤，但急诊科

是要起死回生，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在心肺复

苏方面。”于学忠教授告诉记者，心脏骤停是

临床上最危急的情况，这类患者抢救的时间

窗只有4分钟，超过6分钟未及时抢救，大脑

便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如果能够立即进

行有效的复苏，患者可以获得较好的恢复。

为改变目前心脏骤停救治成功率仍然

较低的现状，于学忠教授建议，可以建设以

复苏中心为抓手，建立健全院内、院外一体

化的急救体系。

“心脏骤停的患者当中，87%的患者是

在院外发病，他们中，80%-90%是心室颤

动，最好的复苏办法是电击除颤。”中国急

诊专科医联体副主席、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应急处置指导专家、中山大学孙逸仙纪

念医院急诊科主任蒋龙元教授接受记者采

访时还表示，让普通公民都参与院外心跳

骤停的抢救中，意义非常重大，AED的普及

为公众参与抢救创造了条件。

专家们呼吁，必须积极推进公众心肺

复苏知识的培训，尽可能多在公共领域配

上AED（自动体外除颤仪）。各地应当做好

警察、公务员、消防、保安、学生等特殊人群

的复苏知识普及和培训，使心脏骤停患者

在院外能3分钟内有急救人员和抢救设备。

心脏骤停4分钟内急救最有效
院外3分钟内要有专业人员设备

■广州易建联篮球训练中心配置的AED设备。

■天河游泳馆内配备的AED。

■天河网球运动学校内的AED。

■志愿者

演示 AED
的 使 用 。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