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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完善公共场所急救设施设备配备标准

普及AED，如何可用会用管用

淄博市红十字会志愿者与悟空智联公司巡检员共同维护淄博市红十字会志愿者与悟空智联公司巡检员共同维护AEDAED设备设备

山东淄博——

创新模式，让设备配置维护更高效
购买一台AED需要1.5万至2万元，

购买2000台至少需要3000万元。而在山
东淄博，仅用1750万元就安装了2000台
AED，还能分期付款。这是如何做到的？

“我们探索采取了以租代购模式。”淄
博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爱
军说。

4年前，有着460多万常住人口的淄博
市，其公共场所尚未配置一台AED。2020
年，有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注到这一
问题，就如何推进AED普及使用建言献
策。“我们积极听取意见建议，启动了公共
场所配备AED工作。”王爱军说。

AED设备价格不菲，钱从哪来？
最先想到的办法是鼓励社会力量捐

赠。淄博市红十字会通过企业捐助、部门
协作、社会参与等形式筹措到第一批68
台AED。“综合考虑场所规模、人员情况
等因素，我们在2020年10月选定了设备
投放场所并完成投放。”淄博市红十字会
赈灾救护部部长何家本说。然而，对于一
座城市而言，68台AED远远不够。

大幅增加设备数量需要大额资金支
持，单纯依靠社会力量非长久之计。2021
年初，淄博市红十字会将公共场所配备
AED作为重大民生项目向市政府提报，
争取财政支持。

2021年1月，淄博市第十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召开。经过表决，市红
十字会提报的“在全市人员密集公共场所
布设AED设备200台”项目，入选全市年度
重大民生实事项目，获得市财政350万元资
金支持。而后淄博市又将资金提高至1750
万元，每年支付350万元，分5年完成。

“为最大限度发挥资金使用效益，撬
动大批量AED设备快速投放到位，我们
采取以租代购模式，分期支付租赁费用。”
王爱军细算了一笔账：采取租赁模式，350
万元可租赁400台AED5年，1750万元就
能连续5年租赁2000台AED。

“我们就想，能不能把2000台AED
一次性租赁到位，5年租赁期内每年为服
务商支付设备租赁及维护费350万元？”
王爱军说，这样既缩短设备配置周期，又
能缓解财政资金压力，“租赁期满后，是否
续租及租赁价格，双方再进行协商。”

2021年9月，淄博市红十字会正式推
出以租代购模式，通过淄博市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进行项目招标。青岛悟空智联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悟空智联公
司”）中标，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投放AED。

2022年6月，2000台AED在淄博市

公共场所投放完成，加上部分区县自筹配
置的AED，淄博市AED布设密度达到每
10万人47台，位居山东省第一。

实行以租代购后，AED设备维护难
题也迎刃而解。

在以租代购模式下，租赁期内设备运
维管理和耗材更新均由悟空智联公司负
责，其在淄博组建了20多人的维护团队，
同时采取信息化手段实时监控AED设备
状态，保障24小时正常运行。淄博市红
十字会则负责监管与指导。

“我们每年对每台AED至少巡检维
护两次。”悟空智联公司项目负责人栾祥
介绍，公司还搭建了AED设备一体化管
理系统，与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实现
数据共享。

迄今，淄博市在公共场所配置AED
设备2200余台，已成功救治4名患者。

浙江杭州——

科学布设，让“救命神器”方便易找
在杭州，256个地铁站已经实现AED

配置全覆盖。“每个站厅至少1台，一般安
装在车站控制室外的显眼位置。”杭州地
铁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邢海福介绍，不
仅站厅内设有AED明显标识，地铁车厢
内也贴有相关提示，引导乘客发现紧急情
况时向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城市规模大，公共场所人员密集，如
何科学配置AED？

2014年底，杭州开始在公共场所探
索配置AED，首批15台主要安装在高铁
站、机场等交通运输客运场站。2020年
11月公布的《杭州市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
颤器管理办法》提出，车站、学校、社区、景
区、商场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应按规定
配置AED。当年底，杭州投放公共场所
的AED数量增至1200余台。

2022年4月，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印发
《杭州市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
维护管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对
AED配置适用场所及数量标准作出了更
明确的规定。如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
客运站，要求每楼层至少设置1台，楼层
面积每超过4万平方米增设1台；居住人
数超过3000人的社区，至少设置1台……

“根据人口密度、人员流动量、分布距离等
因素，按照3至5分钟内获取AED并到达
现场为原则进行配置。”杭州市卫生健康
委医政医管与药物政策处处长陶晶介绍。

迄今杭州市公共场所配置AED数量
超过8100台。2021年以来，全市各公共
场所使用AED成功救治57人。

拱墅区和睦街道和睦社区居民汪涛
的父亲患有心脏病，过去他没少为此担

心，“犯病时最怕抢救不及时。”去年，汪涛
惊喜地发现，小区保安室外张贴了显著的
AED标识，询问后得知，街道内所有小区
都配置了AED。

和睦街道办事处社会事务科科长杜
青说，不同于其他多数公共场所的AED
在夜间使用概率降低，配置在居民家门口
的AED要做到24小时随时待用，“小区保
安室24小时有人值班，也是居民很容易
想到的求助对象，可以做到随叫随用。”

一台固定式AED的覆盖范围毕竟有
限，杭州推出“急救志愿者+移动AED”模
式，提升AED使用实效。

如今，“的哥”李建的车上配备了一台
AED，他成了一名急救志愿者。原来，
2023年9月，杭州市急救中心联合浙江礼
帽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在20辆无障碍出
租车上增配了AED。李建与其他19名司
机一道，参加了杭州市急救中心急救培训
并经考核上岗。

“‘120’接到呼叫后，市急救中心在派
出救护车的同时，通过‘互联急救’手机软
件及短信，将求助信息推送给事发地1公
里范围内的急救志愿者司机。”李建说。

2021 年 8 月，杭州建立了统一的
AED 信息管理平台，全市公共场所的
AED全部纳入平台管理。“通过将AED信
息管理平台与120调度系统、急救志愿者
平台等打通，让移动AED成为可能。出
租车之外，加上执法执勤等车辆上配置的
AED，目前全市共布设 240 多台移动
AED。”陶晶说，依托AED信息管理平台，

“杭州AED在线”应用程序也已上线，“公
众有需要时，可点击进入，系统将根据人
员的定位信息，精准提供附近的AED位
置及设备详情。”

广东深圳——

救护培训，让更多人会急救敢急救
2017年1人、2020年11人、2023年27

人……来自广东深圳市急救中心的数据
显示，7年来，深圳安装在公共场所的AED
已在危急关头救回102条鲜活生命。

深圳市2017年启动“公众电除颤计
划”，迄今全市公共场所安装AED逾4.3
万台，覆盖率位居全国前列。

设备覆盖率高，市民还要会用、敢用。
近年来，深圳市探索构建社会急救培训体
系，提升全民急救能力，为施救者营造良好
的支持性环境，让更多人会急救敢急救。

“有人晕倒了，急需救助！”今年3月
23日，听到传呼机里同事焦急的声音，深
圳地铁福田站值班站长李国恺快步跑向
事发点。

当时，在地铁出入口3号闸机旁，一

名老人仰面躺倒，情况危急。发现老人呼
吸渐停且意识丧失，李国恺立即安排同事
拨打120急救电话，去站厅取来AED设
备，轮流为老人实施心肺复苏，并按照
AED语音提示进行电击除颤。4次除颤
后，老人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

李国恺的救人故事并非个例。深圳
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培训管理部经理
魏俊鹏介绍，全市投入运营的15条地铁
线路站点中，共安装了1074台AED，基本
做到3分钟内可取。2019年以来，工作人
员和市民在各个地铁站成功抢救患者32
名。

深圳市急救中心主任周强介绍，对于
心跳骤停患者而言，每延迟急救1分钟，
急救的成功率就下降约10%。“因此，对在
医疗机构外突发疾病患者，现场的群众性
救护最为关键。”周强说，提升全民急救能
力，加强公众急救知识和技能培训是重要
一环。

“我们自主开发了不同层级的急救培
训课程，包括急救知识普及讲座课程、初
级救护员证书课程、高级救护员证书课程
等。”深圳市急救中心培训科副科长胥涛
介绍，深圳市急救中心在全市设立了12
个急救培训基地，从2019年开始每年拿
出上万个名额，面向全市年满18周岁零
救护基础市民开展免费培训，学员通过考
核后，可获得急救中心颁发的初级救护员
证书。

李国恺救人的底气，就来自他在
2020 年参加的初级救护员证书课程培
训。此后每年，他还参加了公司组织的复
训。魏俊鹏介绍，深圳地铁运营集团已组
织员工参加初级救护员证书课程培训1.2
万余人次，目前在岗持证人数约9500人，
占员工总数的46%。如今，深圳地铁每个
车站的每班人员中，至少有两名员工持有
初级救护员证。

李国恺救人的底气，还来自法律法规
保障。

2013年8月，深圳开始实施救助人权
益保护规定，为好人好事撑腰。2018年10
月1日起施行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急救
条例》则明确提出，“在医疗急救人员到达
前，鼓励现场具备急救能力的人员实施紧
急救护”。而在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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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后，更给
善人善举以充足底气。

如今，在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越来
越多会急救敢急救的深圳市民挺身而出，
与120急救人员密切配合，共同完成抢救
生命的“接力赛”。

据2024年7月12日《人民日报》

今年6月，广东深圳市一名小学生
突发心跳骤停，经老师使用安装在学校
里的AED（自动体外除颤器）紧急施救
后，安全脱险。自2017年启动“公众电
除颤计划”以来，深圳市公共场所已安
装AED逾4.3万台，成功救治102名心
跳骤停患者。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有55万人心
源性猝死，其中大量发生在医院之外。
AED是一种可被非专业人员使用于抢
救心跳骤停患者的医疗设备，因其便携、
易操作、效果好而被誉为“救命神器”。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
提出，“完善公共场所急救设施设备配
备标准，在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机
场、车站、港口客运站、大型商场、电影

院等人员密集场所配备急救药品、器材
和设施，配备自动体外除颤器（AED）。”
2023年10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14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健康
中国行动——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
实施方案（2023—2030年）》明确要求，

“加强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AED）
等急救设施设备配备，对配备的急救设
备加强巡检，确保紧急时刻能取可用。”

近年来，很多地方多渠道加大投
入，加快普及AED，提升设备覆盖率，逐
步建立公众急救培训体系，完善公众急
救支持性环境，推动实现设备在关键时
刻“有得用”“找得着”“用得好”。如何
配好用好AED？近日，记者赴淄博、杭
州、深圳实地探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