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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门关”前救人 绝技如何炼成
记者深入探访福建省急救中心120调度室，揭秘“隐形英雄”群体是如何养成的

□“调度员专业+家属配合 赢下生死局”追踪

2024 年 12 月 19 日
晚，一名怀孕 37周的女子
临盆，家中只有她和 13岁
的儿子。女子紧急求助电
话打到了福建省急救中心
120调度室。在调度员陈
朝顺的电话指导下，13岁
少年迅速进入助产指导状
态，成为母亲分娩过程中
的关键支持。通话持续了
10分 13秒，最终，新生儿
平安诞生，发出嘹亮的啼
哭声。

2024年 5月 6日清晨
7 时许，福建省急救中心
120调度中心接到一呼救

者来电，称福州秀峰路某
小区有一名 43 岁男子昏
厥，中心随即派出救护车
赶赴现场救治。“持续按
不要停，坚持做胸外按
压，不要放弃，我们一直
做到急救医生到达为止，
这样做对他会有帮助。”
受理调度员王宁楠始终
保持与呼救者的连线，指
导电话一头的家属持续
胸外按压，坚持到了急救
医生到达现场。在医护
人员争分夺秒抢救下，患
者在转送途中恢复了心
跳。

“为这位接线员点赞，
专业性很强，心理素质好！”

“这样的120调度员，我由
衷地敬佩你！”“当我听到孩
子哭出的第一声，我眼泪流
下来，接线员太棒了！”网友
们高度称赞了李如涛的专
业精神，“了不起！”

李如涛成功挽救婴儿
生命的案例，只是调度员们
日常工作中的一个缩影。
他们在背后付出的努力、接
受的严格训练和面临的巨
大压力，常人难以想象。

记者了解到，调度员
都有专业医学背景，经过至
少3个月严格的培训之后，
考取调度员资格证才能上
岗。目前福建省急救中心
120调度室共17名调度员，
采用“三班倒”的工作模式，

全天24小时不间断值守，
保障紧急救援“生命线”畅
通。2024年，该调度室受
理电话50万多个，处理急
救事件6.4万多件，派出救
护车5.8万多趟。

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
中，调度员时刻紧绷神经，
保证不错过任何一个电
话，每班调度员需要头戴
耳麦，一边与呼救者沉着
冷静地对答，一边迅速在
电脑上录入关键信息，确
保急救任务快速、准确地
调度执行。

调度员们正是凭借着
扎实的专业能力、严格的自
我要求和强大的心理素质，
才能在每一次救援任务中，
成为守护生命的第一道坚
实防线。

陈媚介绍，为了确保调度员的
工作水平始终保持在高位，调度中
心建立了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
每天专门的质控席位会对调度员
处理的事件进行抽查，从语速、措
辞到整个处理流程，都会进行细致
评分。发现不足的地方，会及时反
馈给调度员，进行强化改进。

而对急救事件的录音回放检
查，也就是复盘，不仅能发现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还能总结经验教
训，为后续工作提供参考。这种严
格的质检把控，促使调度员不断提
升自己的业务能力，确保每一次救
援行动都能高效、专业地进行。

在调度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各
种紧急情况，这对调度员的心理素
质也是极大的考验。陈媚介绍，为
了帮助调度员克服紧张情绪，中心
会开展相关培训，教导他们如何在
高压环境下保持冷静客观。调度
中心还邀请过专业的心理专家进
行培训，让调度员学会换位思考，
理解家属的紧张和焦虑，增强同理
心，更好地与求助者沟通。

在 120调度室，记者看到每位调度员面前
都有两块屏幕：右侧显示实时路况、来电定位
信息，左侧运行MPDS系统（急救医疗优先分
级调度系统）。

这套MPDS系统是调度员们的“得力助手”，拥有强大的知识库，
包含 33个针对不同紧急情况的预案。接到急救电话，完成询问地理
位置、电话号码、主诉病症后，调度员会立即进入系统启动相关预案。
系统会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意识、呼吸等信息，对病情进行分级，比
如分为ABCDE以及Omega等不同级别，然后给出相应的指导方案。

“E级代表最危重情况。”陈媚调出3月10日调度员李如涛处理的
呛奶婴儿案例演示道，当输入“16天婴儿、无意识、无呼吸”后，屏幕立
即弹出红色警示框，自动跳转至心肺复苏指导流程。

“有了这套系统，好比给我们吃了‘定心丸’。”此前，李如涛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也表示，尽管是第一次处理出生仅16天婴儿呛奶案例，但系统
评估后给出了清晰、可行的指令，让她能有条不紊地指导电话另一端的家
属给婴儿心肺复苏，并稳住家属的情绪。当然，这些指令在她日复一日的
工作中，已深深刻在脑海里，成为肌肉记忆。

“把你的一只手的手掌根部放在她的胸骨上，也就是两个乳头连线
的正中间。”“把你的另一只放在这只手的手背上，快速按压胸部，每秒
钟至少两次……”记者注意到，系统提供的指令通俗易懂，即使没有接
受过急救培训的人也能理解，按步实施。在此次16天婴儿营救过程中，
家属开始很慌乱，在李如涛的安抚下，一步步很好地执行了指令，成功把
孩子救了回来。去年12月19日，一名13岁的少年，在调度员陈朝顺的持
续10分13秒的指导与安抚下，在家中成功帮助妈妈分娩下弟弟。

在福州主城区地图上，
密密麻麻标注着医院、学
校、公交站等 300多个关键
点位……这不是普通的地
图，而是福建省急救中心
调度室的调度员们画的
地图。

“调度员必须对福
州城区的大街小巷、各
个社区和重要地标了如指掌，画地图就成了入岗前的‘必修课’。”福建省
急救中心120调度中心调度室负责人陈媚介绍，这样能确保在接到求助
电话时，调度员能迅速定位事发地点，为救援争取宝贵时间。“现在他们每
个人都是福州的‘活地图’。”陈媚说。

调度员需要在极短时间内记录大量信息，这对他们的打字速度和
准确率都有很高要求。平常调度员们会利用空闲时间，拿着报纸等练
习。“海都报就是我们调度员练习的材料。”陈媚笑着说。

急救知识的掌握，更是调度员的基本素养。中心每月都会邀请专
科医生进行急救知识讲课，涵盖各种病症和急救技能。同时，还会选
派调度员到其他中心或外部机构学习交流，拓宽知识面和视野。在面
对求助时，他们能快速准确地判断病情，给予恰当的指导。

3月10日，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福建省急救中心120调度员李如涛在4分钟内电话指导家属完成婴儿心肺复苏，成
功挽救出生仅16天的生命。在紧张的救援过程中，李如涛凭借专业知识和冷静判断，隔空指导家属实施急救。

这一事件经海峡都市报多平台报道后，引发广泛关注。人们在赞叹救援奇迹的同时，也对调度员这一群体充满好奇。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再次深入福建省急救中心120调度室采访，揭秘这个“隐形英雄”群体的养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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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活地图”
急救知识更是基本素养

给出清晰指令
调度员们有“得力助手”

事后案例复盘
确保救援高效专业 他们用专业为生命护航

生命热线背后的坚守

□急救故事

□记者手记

福
建
省
急
救
中
心120

调
度
员
在
紧
张
工
作
中

M
P
D
S

系
统
是
调
度
员
的
﹃
得
力
助
手
﹄

建隆/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