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月16日 星期四

A14

经济
最

主编：王栋梁 责编：袁伟平 美编：康永红 版式：朱永娜 校对：刘天保

新华社报道称，AED
在公共场所的投放和配置
数量是一个国家公共卫生
现代化的标志性指标，一
般以每 10万人拥有量计
算。根据《健康报》的数
据，美国AED配置为每十
万人有317台；日本是每
十万人有555台；新加坡
起步较晚，不过每十万人
也超过100台。

AED——自动体外除颤器，是
可被非专业人员使用的抢救心脏性
猝死患者的医疗设备。

“目前抢救成功的病人中十有
八九都是因为用了AED。”北京急
救医疗救援中心资深专家贾大成介
绍。统计显示，深圳自2017年10月
全市投放AED以来，已通过AED
先后挽救12个人的生命。仅2019
年12月以来就通过AED成功挽救
4名心搏骤停患者。

《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8》显
示，估计我国每年发生心脏性猝死
54.4万例。有数据表明，当前，在院
外发生的猝死救治成功率只有1%
左右。

医学研究表明，在最佳抢救时
间的“黄金4分钟”内进行心肺复苏
和除颤，有很大概率能挽救生命。
如果能在1分钟内完成除颤，成功率
可达90%；3分钟内进行，成功率达
70%；每延误1分钟，成功率就会下
降10%。

然而，无论公众对AED的认知
还是设备普及率，都还远未达到理
想水平。记者走访北京望京、建国
门、国贸等多个枢纽地铁站，都未看
到AED设备。北京地铁系统工作
日日均客流超过1000万人次，近年
来也出现过乘客猝死事件，但问及
AED设备，工作人员都表示“不知
道什么时候配”。在北京百余家大

型商场中，也只有北京市百货大楼
等区区几家配置了AED。

据悉，截至2018年，在全国范
围内AED安装约15000台，平均每
10万人口约1台。这与发达国家平
均每10万人口几百台的差距较大。

此外，不同城市的 AED 配置
率差异较大。据统计，目前，深圳
和上海是国内 AED 配置最多的
城市。深圳计划由政府财政出资
购置 5000 台 AED，并于 2020 年
年底前完成采购安装。上海市公
共 场 所 AED 数 量 已 超 过 1000
台，但在其他一些城市，AED 配
置数量只有几百、几十，甚至是个
位数。

“救命神器”何时才能普及推广？
多地人大代表建议推动布设AED并加大急救培训力度

AED——能与死神“赛
跑”的机器，正越来越多地进
入人们视野。近日正在召开
的地方两会上，多位人大代表
建议推动布设AED并加大急
救培训力度。

国家卫健委称
正推动普及AED入法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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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基本医
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也明确，公共
场所应当按照规定配备必要的急救
设备、设施。

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医药卫
生法学副教授邓勇认为，将公共场
所配备急救设备设施写入法律，为
落实健康中国行动相关要求提供了
法律保障，将促进有关部门确保资
金到位、明确管理责任、加强人员培
训，共同推动提高公共场所急救设
备设施普及率。

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与相关部门共同推动
AED的配置和普及使用，科学规范
指导AED铺设使用，在公共场所合
理配置AED，有效保障施救人的合
法权益。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立法
进程，并从多角度开展相关研究，助
力AED普及。

在加强AED的使用培训方面，
据悉，北京、天津、广东、海南、重庆
等11个省市开展互联网+院前医
疗急救试点工作，鼓励利用信息化
手段，探索提升AED使用率，拓展
急救常识技能培训范围。

同时，对AED的宣传力度将加
大，特别是在交通运输、矿山、旅游、
教育、消防等相关高危与社会服务
行业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救护培训，
普及心肺复苏技能及AED的使用
方法。

贾大成呼吁，既要有政府自上
而下的主导，也要有企业配合和公
众参与。“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
最终为医务人员赢得时间，为患者
赢得生命。” 据新华视点

能利用“黄金4分钟”的AED普及远远不足

AED推广难首先是强制性不
足。记者了解到，目前一些城市
虽然针对公共场所安装AED出台
了相关条例，但都以鼓励和倡导
配备及使用AED为主，并非强制
性要求。

此外，资金来源也是阻碍AED
推广的一个重要因素。业内人士表
示，当前，AED价格大幅下降，一台
设备10年前4万元~5万元，现在2
万元左右就足够了。后期维护也比
较简单，几千元就能下来。但是，在

不少单位看来，这笔费用的支出也
是负担。当前，很多AED的投放都
来自个人购买，以及企业或红十字
会捐赠。

即便如此，很多单位和公共部
门仍对铺设AED持怀疑态度，有些
干脆拒绝接受。在他们看来，配置
AED除了需要承担后期设备维护
及培训，更重要的是需承担相应的
急救责任，存在不少风险。

另一方面，即便有了设备，
“不敢用不会用”的矛盾突出。记

者在商场和地铁站周围随机询问
数十位行人，是否了解并愿意使
用 AED，50%的人表示听说过但
不会用且不敢用，仅有 20%的人
称接触过。

专家表示，由于绝大多数公众
对AED的认知水平较低，不会使用
的情况普遍存在。另外，对民法总
则规定的相应条款了解不够，不敢
使用的情绪广泛存在，导致公众对
使用AED等急救设施救人缺乏主
动性和积极性。

AED推广难点在哪里？

火车站工作人员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练习使用
自动体外除颤仪 新华社发

候车厅服务台放置的一台自
动体外除颤仪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