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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拨打打112200急急救救，，注注意意事事项项真真不不少少
“急救常识进社区”让居民很受用，保持手机畅通最重要

河滨社区书记刘小娟在谈到
此次120进社区的活动时表示，像这
样的急救常识进社区的活动，居民
非常欢迎，也愿意积极的参与到其
中，很希望日后还能组织更多这样
对居民有帮助的讲座，普及健康和
急救常识。

刘小娟说，通过120进社区活
动，大大增强了居民日常生活的健
康保养意识，而且急救中心的工作
人员还向居民耐心地介绍了很多
有关饮食、保健、急救等常识。“通
过这次活动看到了居民的热情，也
认识到了类似这样关乎居民健康
和生命的活动应该多组织几次。”
刘小娟告诉记者。

常青园社区书记任书亮也
说：“这次 1 2 0进社区普及救命常
识的活动受到社区居民的热烈
欢迎，我们常青园社区是老社区
了，居民年龄普遍偏大，普及一
些健康、急救常识对居民来说非
常实用。”

“特别感谢淄博市急救中心
的工作人员，他们今天讲述的知
识非常专业且通俗易懂，尤其是
利用模拟人演示胸外心脏按压环
节，社区居民纷纷走到前面做心
脏按压，动作不对、力度不对、按
压部位不对等问题都会得到市急
救中心的工作人员的现场纠正。”
任书亮说。

本报记者 樊伟宏 见习记
者 罗旭君 王欣

急救课堂
应多上几次

本报9月12日讯(记者 樊
伟宏 见习记者 罗旭君 王
欣) 9月14日是世界急救日，为
满足公众急救常识普及的需
要，由本报主办、淄博市急救中
心协办的“急救常识进社区”活
动于12日走进张店河滨社区、
常青园社区，为居民普及急救
常识，并现场展示心肺复苏术，
得到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活动现场，市医疗急救指
挥中心工作人员在询问居民会
不会拨打120电话时，几乎所有
人都举起了手，但在现场的小

演练中，却状况百出，只有一半
左右的市民能快速、准确地说
明报警信息，特别是老年人，在
拨打120时往往存在一些语焉不
详的情况，从而给救援工作带
来一定障碍。居民感慨：“原来
拨打120还有这么多门道。”

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调度
班长刘彦给居民讲述拨打120电
话的注意事项。“首先要保持镇
定，”刘彦说，“120急救电话没打
过不要紧，我们的工作人员会
引导居民，但千万不要慌张，配
合120工作人员了解情况，病人

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得到救治。”
“拨打120电话应该说清详

细地点、病人病情、联系方式。
区县、街道、社区名称、楼号、单
元号、门牌号都要说清楚；病人
现在什么情况，比如胸闷、喘不
动气等；病人病史，比如有心脏
病、高血压等；自己的手机号、
座机号都要说清楚。”刘彦说，
不要因为情况紧急就忽视告知
病情的重要性，告知病情会让
值班医生更准确地了解病人病
情，从而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拨打120后，要记得保持手

机的通畅，最好不要再用这个
手机给其他人打电话，防止120

到了后打不通电话。”刘彦说。
“如果您倾向去哪个医院

一定要在拨打120电话时说清
楚，我们会协调各个医院，派发
相应的救护车。”刘彦说。

“这些知识都很有用，我之
前没打过120，觉得还挺简单，听
了今天的讲座才觉得原来有这
么多学问。”常青园社区向女士
说。“我得回家组织组织语言背
下 来 ，省 得 万 一 慌 张 啥 都 忘
了。”河滨社区居民高先生说。

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急诊科
主任王艳翠在讲座前提了个问
题：“如果家里有病人突然发病停
止了心跳，救护车又没有及时赶
到，此时应该怎么办？”在座很多
居民都无奈的摇头。

“这时，心肺复苏术就可以救
命，分为四个招式。”王艳翠主任
说。“第一招，轻拍患者双肩、在双
耳边呼唤。如果没有反应表示处于
昏迷状态；第二招，用一手推前额
使头部尽量后仰，同时另一手将下
颏向上方抬起，取出口内异物，清
除分泌物；第三招，进行胸外心脏
按压；第四招，进行人工呼吸。”

针对如何进行胸外心脏按
压，王艳翠主任进行了示范，她先
耐 心 地 给 居 民 讲 解 正 确 的 手
势——— 双手掌根重叠，手指互扣翘
起，以掌根按压，接着介绍按压的
部位——— 胸骨下半部，胸部正中
央，两乳头连线中点。“急救者应该
双肩前倾跪在患者胸部正上方，腰
挺直，以臀部为轴，用整个上半身
的重量垂直下压，”王艳翠主任说，

“按压的时候手臂要挺直，胳膊肘
不能打弯，心脏按压与人工呼吸比
例为30：2。”王艳翠主任说。

常青园社区白女士深有感触
地说道，“急救知识太重要了，让
我学习到如何在抢救的黄金时间
内给心跳骤停的病人做心肺复
苏，我得回去多多练习，关键时刻
能救人一命。”

本报记者 樊伟宏

平时多演练

关键时刻能救命

日常急救常识
不应被忽略

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
主任郭平在谈到此次急救常识
进社区的活动时说，当今社会，
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老年病也
成为人们不可忽视的一个大问
题。对于老人来说，突发的健康
问题非常致命，而现在人们普遍
缺乏急救常识，在遇到突发状况
时便会错过急救的黄金时间。郭
平对记者说，本次 1 2 0进社区活
动的目的便是向居民传授医疗
急救常识，普及社区常见的急症
应对技能，引导社区增强急救意
识。

“日常的急救常识，不应被
人忽略，希望通过本次的活动，
让市民了解基本的急救常识，学
会简单的急救技能，更重要的是
让居民了解120，让120成为人民
健康的守护神。”郭平说。

本报记者 樊伟宏 见习
记者 罗旭君 王欣

▲在工作人员指导下，一位居民正在学习心肺复苏术。 本报记者 王鑫 摄

▲120急救人员给居民讲解
健康常识。

本报记者 王鑫 摄

医疗急救的
“白金十分钟”

抢救伤员的前 1 0 分钟起着
决定性作用，称之为“白金十分
钟”，因为它比金还贵。据统计，4

分钟内进行复苏者，有一半能被
救 活 ；4 至 6 分 钟 开 始 进 行 复 苏
者，仅 1 0 %可以救活；超过 6分钟
者，存活率仅为 4 %；而 1 0分钟以
上 开 始 复 苏 者 ，几 乎 无 存 活 可
能。大家知道，抢救其实就是抢
时间。在现场每推迟 1分钟抢救，
病人的死亡率就上升 3 %。因此，
抢救越早，成功率就越高。

本报记者 樊伟宏 见习记者
罗旭君 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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