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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随后来到华东理工大学
的徐汇校区，在教学区附近、宿舍
区附近和体育馆内，记者分别看
到了3台自动体外除颤器。

林同学告诉记者，自己在学
校里已经学习过 AED 的使用方
法，“大学各院系人流量较大，
如果发生意外，自动体外除颤
器可以起到救护作用。我认
为，系统的急救方法最好也能
普及到我们的实践学习环节。

急救最重要的在“急”，大学生
应该在把握成功率的情况下积
极施救，最及时地让AED发挥最
大的作用。”

王同学表示，心脏病突发就
怕万一，有的时候就相差那几秒
的时间，安装自动体外除颤器也
是给师生多一份保障。她建议
道，上海市的各所大学都可以在
教学楼、体育馆以及宿舍楼都安
放一个自动体外除颤器，从而能

够在现场第一时间救助。
她还向了记者分享一个真实

案例，就在2017年，上海理工的
体育老师和校医通过自动体外除
颤器，抢救了一位同学的生命。
既是上海市在推行AED校园试点
项目后的首例成功案例，也是全
国高校校园内AED急救的首例成
功案例。“这个案例说明了AED绝
不是摆设，而是紧急关头救命的
神器。”

华东理工大学徐汇校区
安装情况：教学区1台、宿舍1台、体育馆1台

上海拥有全世界最长的轨道
交通运营网络，共705公里。在
错综复杂的轨交线网中，人民广
场和世纪大道分别是上海地铁的

“客流王”和“换乘王”，这两个站
台的AED安装情况到底如何呢？

记者首先来到了人民广场，
作为上海最早的两线和三线换乘
站点，工作日的人民广场站内依
然熙熙攘攘。记者沿着几条换乘
线路，绕了车站一圈，却并未发现

“急救利器”AED的身影。在服务
站值班的工作人员耐心地解答了
记者的疑惑：“目前站点虽然没有
安装AED，但是后续会有安装AED
的计划。”

在人民广场换乘2号线后，
记者来到了世纪大道地铁站。在
B区的服务台边上，记者看到了

放置在一个透明的急救箱中的
AED，上面标注有醒目的“AED自
动体外除颤器”字样，还配有一个
红色的小警示灯。机箱的旁边还
挂着一把小型的铁锤，供紧急取
用。服务台的工作人员按说，世
纪大道站内两个服务台都配有
AED。

正在询问公交卡充值的周女
士也注意到了这个仪器，便问道：

“这个是给心脏电击用的吗？”工
作人员向她解释，这是一种用于
心脏急救的医疗器械。她点点
头：“我在新闻上看到过，很多猝
死的案例可以靠它抢救回来。”

随后，她认真地看着比一个
小型工具箱大不了多少的AED感
慨道：“我还以为是电视那种大机
器呢，没想到是一个这么小的盒

子。现在的科技真的很发达了，
救命的东西能做得这么小。”

她的感慨马上得到了周围人
的认同，与她同行的李先生说：

“这种医疗仪器确实很方便，提着
就能走了，上海应该多放一些
AED，最好能把地铁站台和出入
口都覆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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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游集散中心，服务台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并未安装自动体
外除颤器。在采访中，肖先生告诉
记者，自己之前并不了解自动体外
除颤器。“如果单位会普及急救知
识的话，我很愿意学习，抢救方面
的知识所有人都应该具备，我相信
将会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在采访中，顾客林女士表示，

如果旅游集散中心安装自动体外
除颤器肯定是好事，但是旅游集
散中心面积大，在哪里安装也是
个问题。“如果要装，最好能装在
醒目的地方，还要放在小孩子够
不到的地方，因为设备很小，万一
小孩子不小心拿出来玩就不好
了。”她这样建议。

在记者前往建国宾馆和华亭

宾馆前台的工作人员是否装有自
动体外除颤器，工作人员表示未
安装。当记者问询是否愿意安装
时，对方表示：“这个我们不清楚，
需要高管统一决策。”

“我原来不知道AED的，是在
看到高以翔去世的新闻后，才知
道了自动体外除颤器。”宾馆里的
一位住客表示，他希望在上海可

以普及安装。
“如果都装上了，大家不会也

不行，”他希望救护培训课程能再
多一点，让每一个人都能掌握基
础的急救常识。“在这个社会上，
大家都是相互帮助的，现在有了
这么先进的设备，一定能减少悲
剧的发生。”

“最近能看到上海的 AED 越

来越多了，经常能在手机上看到
AED救人的新闻。我觉得这和上
海AED的推广分不开。”在宾馆门
口，记者采访到一位徐阿姨，她表
示自己能感受到上海在推广AED
上的努力，“饭要一口一口吃，AED
不会凭空一下子全冒出来，我相
信上海的AED会越来越多，救人
成功的新闻也会越来越多。”

台湾艺人高以翔的突然离世，事故令人惋惜的同时，也让“急救利器”AED（自动体外除颤器）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AED，被称为

生死一线的“急救利器”。当有人心跳骤停时，只有在最佳抢救时间的“黄金4分钟”内，利用AED对患者进行除颤和心肺复苏，才是最

有效制止猝死的办法。然而，眼下在国内，AED的配备，还并不是那么普及，公众对它的使用熟练程度与国外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在上海，AED是否真正走进普通市民的生活？公共场所AED的普及，距离“黄金四分钟”的救治要求到底还有多远？近日，青年

报记者兵分几路，走进沪上的大型商圈、地铁、公园、高校等公共场合，寻找这些AED的身影，并深入了解有多少人真正会使用这些

“急救利器”。

记者调查上海各地AED安装情况

带你找到身边的“急救 利器”
最近心源性猝

死案例频频出现在
新闻报道中。“急救
利器”AED开始被人
所知，它全名为“自
动体外除颤仪”。当
患者心跳骤停时，如
果能在黄金 4 分钟
内，利用AED对其进
行除颤和心肺复苏，
是目前最有效制止
猝死的办法。AED
对大多数人来说，只
需几小时的培训便
能上手操作。一台
AED小巧便携、智能
有效且造价不菲，是
抢救呼吸、心脏骤停
病人的“利器”。

目前在上海，
AED 在公共场的普
及情况如何？12月
初，青年报记者实地
走访了机场、车站、
地铁、商场、学校等
地。在走访中记者
发现，AED已在不少
公共场合“就位”。
一旦发生意外，你能
在黄金4分钟内找到
并使用它吗？

虹桥火车站是上海虹桥综合
交通枢纽的组成部分，记者走访
发现，虹桥火车站上已安装了8
台AED，分别在候车厅的东西两个
服务台、北出口附近的“心尚”雷
锋服务站、商务座候车室、贵宾室
和到达层的各个出口。

“今年抢救过好几个病人，
都用到过AED。”服务站的驻站医
生顾医生是一位全科医生，他告
诉记者，他曾用AED成功抢救过
一名男子。今年7月份，一名上
海籍的男旅客在检票口突然倒
地，他赶到现场后发现旅客已神
志不清，没有了脉搏。顾医生随
即对旅客进行心肺复苏，并使用
AED设备进行抢救。经过多名工
作人员与医生乘客10多分钟的
不懈努力，该名男子终于恢复了
心跳和呼吸。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医疗点
并非24小时开放，且AED的位置
算不上显眼。“如果晚上发生了
意外，工作人员有钥匙，出了事
情可以先联系他们，他们会过来
开门。”顾医生解释道。

在候车厅的服务台里，一台
红色的AED非常“高调”地站在当
中。虽然已被上锁，但在取口处

留有一个紧急取用小窗，打破玻
璃就能取得钥匙，以防救护人员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站内工作人员是否会操作

AED呢？“心尚”服务工班工班长周
绚告诉记者：“我们是接受过相关
培训的，工作人员对于AED的使
用流程基本上都很熟悉。”同时，
她补充道：“其实AED会有语音提
示，相对来说上手比较简单。

虹桥机场目前是中国三大
门户复合枢纽之一。在 2018
年，旅客吞吐量高达4364.55万
人次。在一号门附近的医务室，
记者采访到一位值班的护士。
她告诉记者，目前虹桥国际机场
虽然并没有安装AED，但两个航
站楼都有配备心脏除颤起搏器，
并早已投入使用。

“以T1为例，一楼的医疗点

1 台，48 号登机口附近也有 1
台，再加上两辆救护车上的除颤
器，这样就有4个了。T2的情况
也是这样，机场一共有8台。”随
后她向记者展示了装在医疗行
李箱中的除颤器，比起市面上常
见的AED要大得多。

今年7月份，她遇到过两起
心脏骤停的突发情况。“有一位韩
国乘客，他年纪比较大，七十来
岁，在飞机下降过程中突发心脏
问题。”她回忆道，在对讲机里接
到通知后，她马上带着除颤器夺
门而出。赶到现场后，她发现自
己已是第二批赶到的，楼上医疗人
员早已先一步抵达。“因为那个登
机口也挺远的，大约花了3分钟时
间。楼上的护士和医生接到通知
马上就出诊了，动作很快，但是由
于在飞机上没有得到最及时有效
的治疗，人依然没有救回来。”

记者尝试提了一下装载除颤
器的巨型行李箱，大约二三十斤，
底部虽然装有滑轮，但若想要提
着狂奔还是有些力不从心。“我们
出诊都要拖着它的，一个医疗箱、
一个急救箱，都挺沉的。”意外发
生后，医疗点的护士和医生必须
竭尽全力与死神赛跑。

记者来到淮海路上的商场
K11，在门口处问询安保人员是
否安装自动体外除颤器后，对方
立刻告诉记者在商场一楼靠近
写字楼处的服务台安装。在前
往服务台后，记者看到服务台桌
面上明显地摆放了自动体外除
颤器，还有红色的标志摆放在除
颤器的玻璃盒上。当记者问及
是否有工作人员会使用自动体
外除颤器，对方表示不少安保人
员都会使用。

在商场中，记者随机采访
几位消费者和在 k11 写字楼上
上班的白领。白领张小姐告诉
记者，自己虽然在商场写字楼
上班，但是并不知道这里安装
了除颤器。如果发生了意外，
对于安保人员对自己进行心脏
急救也并不是很放心。在商场

购物的白先生表示，他认为在
商场尤其是在有购物和办公相
结合的地方，人流量较大，为了
安全，应该安装自动体外除颤
器。

在记者前往k11附近的新天
地时尚购物中心和香港广场后，
当记者问询新天地时尚购物中心
服务台的工作人员是否装有自动
体外除颤器，对方并不了解自动
体外除颤器，并反复询问除颤器
有何作用。在解释后，工作人员
表示未安装。香港广场服务台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商场内有紧
急救护包，但未装有自动体外除
颤器。

位于黄浦区打浦桥的田子
坊，每日有很多的游客包括外
国友人前往。记者在现场并未
发现有安装自动体外除颤器，

在与田子坊管理层通话中，对
方表示并不清楚是否安装自动
体外除颤器，以及不对游客公
开是否安装自动体外除颤器的
信息。记者又来到田子坊旁的
日月光购物中心，服务台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未装有自动
体外除颤器。

在徐汇商圈的六百百货，当
记者在服务台问询未装有自动体
外除颤器，工作人员让记者重复
两遍自动体外除颤器的名称，在
重复询问后工作人员都表示不清
楚。此外，记者在服务台的桌面
并未发现装有自动体外除颤器。
在采访中，顾客王小姐认为，商场
客流量也不少，如果没有安装自
动体外除颤器等救护车来，往往
会错过最佳救护时间，时间来不
及。

上海虹桥火车站
安装情况：出发层

候车厅 5 台、到达

层3台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安装情况：虽未安

装，但配备心脏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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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用AED抢救过好几个病人 8台专业急救设备早已投入使用

不少安保人员都会使用

市民感慨：救命的东西这么小

能感受到上海在推广AED上的努力宾馆、酒店等各大旅游集散中心

安装情况：具体安装情况不一

世纪大道、人民广场等地铁站点
安装情况：配置情况不一，未来有安装计划

曾抢救了一位同学的生命

各大商场景点
安装情况：具体安装情况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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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K11的AED位于底楼咨询台处。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泳均 摄

虹桥火车站上已安装了8台AED。本版撰文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嘉音 陈泳均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除署名外）

世纪大道地铁站的AED。

国金中心的AED位于服务台边。

华东理工大学的AED。

商场玻璃上写有配备AED字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