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研究!

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的*一体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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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急救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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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一体化模式)应急救援体系在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作用%方法
!

回顾性分析
"((-

年
!

月至
"(!(

年
!(

月

重庆市涪陵区
!('

起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资料%结果
!

!('

起群体性突发事件救援中!急救中心反应迅速!现场抢救及时

得当!伤员转运快速安全!为院内治疗赢得了时机%结论
!

构建(一体化模式)应急救援体系可显著提高医疗应急救援水平!降低

伤残率及死亡率%

关键词"急救医疗服务#群体性突发事件#一体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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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突发事件频发的社会环境下#各级医院除完成正常

医疗工作外#还承担突发事件的医疗应急救援+

!

,

(本院作为重

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分中心#承担着辖区内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急

救任务+

"2#

,

(本院急救部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直接

参与
!('

起重庆市涪陵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中心对
!('

起

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了医疗救援(根据群体性突发事件原因

和性质#将其分为交通事故'急性中毒'暴力事件'自然灾害和

工业事故
)

类#见表
!

(发生次数和受伤人员前
#

位依次为交

通事故'急性中毒和暴力事件(

!('

起群体性突发事件受伤人

数共
1!#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1#

岁#平均

&!$&-

岁(

表
!

!!

群体性突发事件类型$

#

%

K

&'

事件类型 发生情况 受伤人数 死亡人数

交通事故
1-

$

-'$1"

&

&#'

$

-!$)1

&

"&

$

%"$1-

&

急性中毒
!%

$

!-$)!

&

"("

$

"%$##

&

"

$

-$1(

&

暴力事件
%

$

1$#&

&

"1

$

#$1'

&

(

$

($((

&

自然灾害
&

$

#$-1

&

#(

$

&$"!

&

!

$

#$&)

&

工业事故
#

$

"$1)

&

!)

$

"$!(

&

"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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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模式*应急救援措施
!

!"(

调度员接到呼救电话

后#启动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派出值班救护车赶赴事故

现场#并根据呼救内容调派其他救护车和储备急救物资随后出

发(到达现场后初步核查判断情况#调派人'车和物资支援(

对重大事件立即上报分管院领导#以便其能较快赶到现场#一

方面指挥现场医疗急救和调派本院相关医师'急救物资协同急

救%另一方面与其他救援单位协调#共同进行紧急救援(院前

急救人员通过红'黄'绿'黑卡对伤者进行快速检伤分类#最大

限度发挥急救人员作用+

&2)

,

(

伤病员救治采用一体化急救模式+

-21

,

#院前急救人员与院

本部指挥中心保持紧密联系#及时报告伤病员的数目'初步诊

断'已进行的处理'途中情况和到达医院时间等(伤病员到达

院本部后#院前急救医护人员配合其他医护人员完成急诊检

查'抢救'手术及重症监护等处理#直至伤病员留院观察或入

院(在现场或院内通过验伤分类后#需专科治疗的伤病员$如

颅脑损伤'骨折等&可直接送至各专科#甚至开放绿色通道直接

进入手术室+

%

,

(

?

!

结
!!

果

!('

起事件中
1&

例伤病员首先被当地救援人员送往最近

的乡镇中心医院救治#

!#"

例伤病员在现场没有经过医学处理

被自行送到医院(

)(1

例伤病员在院前急救人员的医疗监护

下转至中心医院急救部进一步救治(

&-(

例在
!(A,0

内得到

初步诊治和转运(院前死亡
!#

例#其中交通事故
!!

例#工业

事故
!

例#中毒
!

例%院内死亡
!-

例#共死亡
"'

例#死亡率为

&$(1K

(

@

!

讨
!!

论

提高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水平是各急救中心面临的

重要课题+

!

#

'

,

(重庆市急救中心涪陵分中心通过制定群体性

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构建)一体化模式*医疗应急救援体系#

实现快速反应的现场急救#充分利用)伤后黄金
!D

*#实现现场

与院内急救的无缝连接#甚至将外科处理延伸到事故现场#以

提高抢救成功率#降低群体性突发事件中伤病员现场死亡率和

致残率#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制定预案
!

本中心以国务院颁布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应急条例0和国家卫生部颁布的/灾害事故医疗救援工作管理

办法0为基础#参考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和其他省市急救中心

的应急预案#如/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医疗救援应急指挥预案0'

/重大化学药品中毒医疗救援应急指挥预案0'/重大食物中毒

医疗救援应急指挥预案0等#根据灾情'伤情特点#制订操作性

强的医疗应急救援预案及其细则+

!(

,

#将急救关口前移#提高重

大事件医疗救援效率+

!!

,

(

@$?

!

构建)一体化模式*医疗应急救援体系
!

在处理突发群体

性事件时#急救中心的主要任务是迅速赶赴现场#快速实施医

疗救护#最大限度降低损害+

!"

,

()一体化模式*医疗应急救援

体系在应急救援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以下特点!$

!

&高效的指

挥系统%$

"

&科学合理的编配结构%$

#

&训练有素的技术队伍%

$

&

&先进适用的装备及药材+

!#

,

(

)一体化模式*医疗应急救援体系由以下部门组成!$

!

&高

速'有效的指挥机构(突发事件的医疗应急救援有较强的特殊

性#伤员人数多#伤情重而复杂#现场人心恐慌#秩序混乱+

!#

,

(

因此#建立高速'有效的指挥机构#协调各种救援力量#组织有

效抢救#提高抢救成功率(指挥机构由院长'分管副院长和院

职能部门相关领导组成($

"

&院前医疗组(负责现场急救和验

伤分类(人员主要由急救部具备多学科'多专业急救医学知识

的医护人员组成#他们具有急救意识#在危'急'重症现场能独

立进行诊断和抢救#实行
"&D

轮班待命+

!&2!)

,

($

#

&后送组(由

急诊科医师'护士和驾驶员各
!

人组成#依据突发事件的规模'

救治的任务设立
"

!

#

个小组#负责伤员的后送($

&

&院内医疗

组(由院内急诊科'

HW]

及相关科室组成#负责伤员的专科救

治($

)

&医疗保障组(由检验'放射'药剂'防疫人员和供应室

组成#负责药品'器材供应#防疫检疫工作及必要的辅助检查(

$

-

&后勤保障组(由炊事员'驾驶员和担架队组成#承担生活和

运输保障及伤病员的前接'后送任务(

@$@

!

加强急救医学培训
!

急救队伍人员应相对固定#强化急

救意识#树立快速反应的急救观念#提高应急医疗救援的整体

效能(加强院前急救队伍和院内急救队伍专业培训(院前急

救医务人员应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具有全面急救医学知识和

现场急救技能#有计划地到医院各科室进行轮转学习#通过随

访运送回院的急救患者#积累经验与教训(院内急救队伍既是

院内抢救的中坚力量#又是院前急救队伍的后备力量+

!"

#

!)

,

(

对所有医务人员均应进行急救知识的培训#使其掌握院前急

救的知识和全科急救知识(

总之#构建)一体化模式*医疗应急救援体系能够实现快

速反应与高效现场急救#充分利用)伤后黄金
!D

*#实现现场与

院内急救的无缝连接#提高抢救成功率#降低群体性突发事件

中伤病员现场死亡率和致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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