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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一天，一位医生在
打羽毛球时发生心源性猝死，虽然
同事在身边，也及时在“黄金四分
钟”内做了标准的心肺复苏按压，
但最终还是没能把他从死神手上
抢回来——“那次事件，让我们意
识到，对于在院外发生心源性猝死
的患者来说，除了心肺复苏还需要
有AED。”“救心圈”公众号创始人
之一、曾任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心血管内科医生的林晨晖说。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
国心血管病报告2021》显示，我国
心血管病的发病率与致死率仍高
居榜首，每5例死亡中就有2例死
于心血管病；推算心血管病现患人
数3.3亿。

救治现场有无AED，成功率
相差巨大。2020年9月，在厦门市

政府在线访谈中，鼓浪屿-万石山
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引
述：中国心脏病学泰斗胡大一教授
在其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发生心
源性猝死现场，无心肺复苏无
AED使用，患者存活率接近于0；
仅使用心肺复苏无使用AED，存
活到达医院的几率仅5%。心肺复
苏 联 合 使 用 AED，可 达 30%-
50%。

院外，就意味着没有专业的医
护人员。在这样的环境下，现场人
员面对心脏骤停患者时，能够在急
救力量到达现场前使用AED，对患
者进行除颤，再配合正确的心肺复
苏，将会大大提高抢救成功率。因
此，许多国家都将在公共场所铺设
AED，作为提高院外心源性猝死患
者抢救成功率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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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房舒
梁亦（化名）曾经在“鬼

门关”走过一回——2 年
前，他在厦门体育中心的羽
毛球馆打球时突发晕厥。

“意识不清，四肢抽搐，呼吸
心跳已经骤停了。”事发时
在现场的厦门大学附属心
血管病医院的护士长吴智
敏回忆。

当时，吴智敏和丈夫正
带孩子上羽毛球课，听到有
人呼喊“有人晕倒了”，夫妻
二人都是医生，凭着职业本
能跑过去，场馆工作人员同
样反应迅速，拿来了AED
（Automated External Defi-
brillator，自动体外除颤器）。

开放气道、心肺复苏按
压、配合AED除颤……一
两轮抢救过后，梁亦神志逐
步恢复，120急救车赶到现
场“接力”。一个月后，梁亦
选择植入心脏复律除颤仪，
手术成功后出院。

在心源性猝死发病人群
中，梁亦是幸运的，但也有不
幸失去生命的人，进而引发

“普及AED必要性”的社会
思考与实践。资料显示，
2016 年，全厦门仅有 5台
AED。如今，这个数字已超
过1000台，未来的阶段性目
标是：每 10万人配备 100
台。

谈到“为何2019年厦门AED铺设会进
入加速期”这一话题，受访者普遍认为，世
界文化遗产地鼓浪屿启动AED标准化、规
模化铺设，起到正面示范带动作用。

在这一年，鼓浪屿首批投放了 20台
AED设备，尽量按照人员密集点“黄金四分
钟”立取原则，分布于主要节点、重要景点
和居民集中区等人员密集区域。除了满足
有效救援距离覆盖外，还会考虑周边的固
定人员使用及设备安全条件，确保有固定
人员看管。

“救心圈”作为顾问单位，参与了铺设设
计。“从那之后，全国不少景点在铺设配置
AED时，都来问我们要资料。”林晨晖说。

2019年，还发生了另一件“里程碑”事
件：厦门市教育局、市卫健委于当年4月28
日联合下发《关于加强校园健康应急保障
工作的通知》[厦教体(2019)8 号]。通知要
求，所有中学应配备“必备配置”AED，学生
数600人以上或者寄宿制学校，有配备专职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学校，应当根据“基本
配置”购置设备，并逐步达到“高级配置”，
其他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购置有关设
备。[注：“基本配置”包括 AED、四肢弹性
夹板、多功能颈托、快速血糖测试仪 、人工
呼吸复苏球、转运用氧气瓶、急救包（箱）；

“高级配置”则进一步增加铲式担架、解救
套（躯干夹板）、血氧饱和度仪。]

在专业医护人员眼中，这一变化让人
欣喜。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健康管
理中心副主任李琳琳说，两年前，她为一家
位于环岛路的汽车俱乐部授课，“当时我打
开AED地图，发现周围一台都没有。”她回
忆，“但是，现在已铺设了好几台。”

在参与鼓浪屿AED铺设时，
“救心圈”的志愿者用实地折返跑的
方式，测试岛上每个AED的合理覆
盖范围。平日里，志愿者们会留意
公共场所的AED位置并随手上传，
不断修正电子地图上的设备坐标。

“数量上去了，能及时取用是关
键。”采访中，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
病医院心内四区林曼欣医生表示，
毕竟抢救最看重“黄金四分钟”。

林晨晖建议，除了AED电子
地图，拥有初级救护证书的志愿者，
也可以纳入电子地图进行统一调
派，遇突发事件时迅速赶往现场；也
可参考他山之石，将 AED 地图和
志愿者地图置入120调度系统，使
心脏骤停事件呼救、电话指导心肺
复苏术、呼叫附近志愿者、提供附
近 AED位置指引、就近救护车派
出等在最短时间同时进行。

AED是设备，需要人为操作
才能发挥它“救命神器”的作用。
但在现实中，一般市民对于AED
设备的认知存在不足。林晨晖曾
配合一家高校，在岛内一个商场做
随机调查，结果显示9成以上的受

访者都从未接触过相关操作知
识。他表示，“旁观者干预率”是更
为核心的救治要素，这需要提升国
民的急救意识和急救技能。

对于这一点，厦门政府部门十
分重视。《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进一步推进全市红十字
应急救护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厦府办(2021)60号]（以下简称《市
红十字应急救护工作通知》）中指
出，要持续推进应急救护知识进社
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进机
关、进家庭的“六进”活动，加大公
共场所应急救护设备配备和应急
救护队伍培训，加强应急救护师资
队伍建设，推进重点领域和重点行
业应急救护培训工作，把应急救护
工作纳入“i厦门”平台，为群众提
供应急救护培训场所布局、AED
配置的查询和培训服务等内容。
到2030年，辖区群众救护员持证
率累计占常住人口3%，初级救护
师资队伍达到800人，全市标准化
应急救护培训基地不少于7个；到
2030年，每台AED设备至少配备
10人的应急救护志愿者队伍。

综合厦门本土科普公众号“救
心圈”公众号与“美丽厦门 智慧健
康”（厦门市医疗健康大数据中心）
公众号的全市AED电子地图，记
者粗略估算，目前厦门的AED铺
设量为1000余台，按照2022年公
布的厦门人口数据测算（528 万
人），每10万人配置19.5台AED，

“这个铺设密度在全国范围内看，
属中上水平。”林晨晖介绍。这一
说法也能从其他方面得到证实，在
2021年全国人大代表的一份议案
中显示，我国AED总量为2万台
左右，集中在特大、大型城市。

这体现出厦门政府和社会各
方的重视。《福建省自动体外除颤
仪配置分析》显示，2016年厦门全
市 AED 只有 5 台，2017 年为 15
台，2018年为25台。之后，AED
数量增速可谓“陡然上升”：2019
年猛增到127台，到2022年已破
千台。

需要指出的是，厦门目前的铺
设密度仍远低于每10万人100台
的国际标准，更低于AED铺设密
度更高的发达国家及城市。

另外，厦门AED的分布存在
不均衡现象，主要铺设点集中在岛
内思明、湖里两区，占总量的三分
之二左右，这主要是“需求”所致：
AED的铺设要围绕车站、景区、商
场等人流较密集点，近两年来岛外
新增的点也是如此——同安“滨海
浪漫线”美峰公园特步跑步俱乐部
活动室内，就有AED。

“虽然数量和均衡度仍存在短
板，但厦门AED依靠智慧赋能，有
效提升了使用便捷度。”林晨晖说，
打开上述两个公众号的AED电子
地图，可以快速找到距离最近的
AED，附有导航链接，以及设备图
与周围环境图，一目了然，这对于
需要争分夺秒的抢救来说，十分
重要。

AED有多重要？
与心肺复苏联合使用
心脏骤停患者存活到达医院率可达30%-50%

AED都在哪？
全市有1000多台，铺设密度全国靠前
三分之二在岛内，数量和均衡度存在短板

如何让它们更有用？
建立电子地图
加强培训提升急救意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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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后
铺设进入加速期

一条来自市卫健委的消息称，2022年
我市在全市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市民
服务中心、交通场站、大型体育运动中心、
大型商超等公共场所新铺设了 274 台
AED，覆盖全市各区主要人流密集场所及
单位。在《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工作通知》中
明确，到2030年，厦门将实现每10万人配
备100台AED的目标。

“政府重视，带动公众的知晓率上升，
也调动了社会各方的积极性，这种影响力
是相互推动的。”林晨晖说。

比如，从2020年起，厦门弘爱医院与
建发集团共同启动健康守护公益项目，
2021年向山海健康步道捐赠20台AED设
备；2022年，又向山海健康步道、BRT沿线
及厦门市园林植物园等地捐赠了 80 台
AED设备，其中有60台被铺设在人流相对
密集的区域。

在厦门高崎国际机场T3航站楼，一台
崭新的AED配置在醒目位置，这是元翔厦
门空港候机楼管理分公司2023年初在T3、
T4新增设的15台AED之一。它们被铺设
在两楼出发大厅安检通道入口处、国内和
国外值机岛和登机口附近，以及到达层行
李提取区等客流相对集中的公共区域。

不断增设的AED设备，让更多患者抓
住了“黄金四分钟”：2021年 12月 1日下
午，一名男子在体育中心打羽毛球时突发
心梗，呼吸心跳骤停。在场的厦门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傅成国，在现
场人员协助下，利用AED与心肺复苏按
压，成功使患者恢复了脉搏与心跳。2023
年1月11日上午，在鼓浪屿钢琴码头外围
广场，一名男子突然晕倒在地，厦门轮渡有
限公司职工何丽梅、张菊芳跪地施救，医护
人员到场后，使用码头的AED放电除颤，
该男子恢复意识。

社会力量
积极参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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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记者曾听到两个让人唏嘘的
消息。一个是在志愿者们做乡野调查时，
发现一些AED被人为地锁在了房间里。另
一个是，某单位因种种顾虑，最终拒绝了公
益捐赠来的AED。

究其原因，或是出于“怕麻烦”“怕担责
任”。AED在铺设时，需要明确位置，需要
检查和维护，也需要有相应人员掌握一定
的急救知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也许就会
有单位或集体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
原则，能不装就不装，能晚装就晚装。此
外，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
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
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
任。但仍然有不少人不了解，怕承担法律
责任。

因此，与AED设备合理铺设同样重要
的，是营造整个社会的急救氛围，提升公众
对相关法律法条的知晓率，以及让尽可能
多的人掌握科学的急救方法与知识。正如
采访中林曼欣医生所言，AED 毕竟只是机
器，需要人的操作，才能发挥它“救命神器”
的作用。所以，让AED设备在整个社会急
救体系中发挥它应有的功能，这条路仍任
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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