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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南宁急救医疗中心院前急救发展现状及信息化建设需求，阐述其院前急救信息化建设与管
理，分析院前急救信息化建设后的效果，包括提升院前急救能力、统筹指挥调度能力、急救反应能力等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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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所谓院前急救是指首批抵达患者身边的救援者

为其采取急救措施，直至更多的急救者抵达并对患

者进行处置之间的时间段，这一阶段的急救质量对

于患者的生命安全意义重大。随着医疗科学的发展

以及信息技术应用的逐步深入，目前院前急救的重

点在于如何布置网络化的急救体系以及如何进行现

场化的快速抢救。而将信息技术引入急救模式与流

程之中，构建院前急救系统并实现多种角色的联

动，最终以信息化的技术与通信设备实现高效率院

前急救以及对患者的人文关怀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

课题。南宁急救医疗中心围绕 “深化智慧急救”为

主题，建设区域１２０急救信息系统，建立以综合地
理信息系统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ＧＩＳ）
和全球定位导航系统、无线数字集群技术、无线视

频传输等为辅助的现代化调度指挥平台，实现院前

院内无缝连接，提高院前急救指挥调度管理、突发

事件快速响应和处理，将院前急救能力提升到新的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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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南宁急救医疗中心院前急救发展现状及
信息化建设需求

２１　发展现状

南宁急救医疗中心与南宁市２７家二甲及以上
医院构成院前急救网络，规模正不断扩大，整体水

平不断提高，管理不断规范化、制度化，总体呈现

出良好的发展趋势。全市院前急救由南宁急救医疗

中心调度中心统一指挥调度，急救范围覆盖６个城
区，服务人口约４６０万。南宁市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出诊
量２０４５８９次，年均出诊量为４０９１８次，其中南宁
急救医疗中心年均出诊量１７１８４次，占全市出诊量
的４２０１％。

２２　信息化建设需求

急诊医疗服务体系由院前急救、院内急诊和危

重病救治３个环节组成〔１〕。院前和院内急救的无缝

对接，可以为患者提供及时、正确、有效和持续的

急救，大大降低死亡率，减少伤残率，提高患者今

后的生活质量。在没有建立院前急救信息化系统

前，南宁急救医疗中心仍沿用传统的手写病历，院

前和院内衔接主要靠１２０调度员，通过对讲机、电
话在院前和院内急救人员之间不断联系和反馈，缺

乏图像、视屏等直观交流，医院急诊科无法掌握救

护车上患者信息，１２０急救人员也无法及时掌握医
院接诊准备情况，完成一次院前急救需要费很大周

折，效率较低。院前急救信息化系统能够稳定地将

患者实时状况和车内抢救过程通过语音、图像及视

频等传送给１２０调度中心和医院急诊科医务人员，
急诊科医生不仅能动态掌握救护车上患者的情况，

还可以向１２０医生及时提出医疗救治建议，提前做
好接诊准备，最大限度地挽救生命。通过语音、视

屏的回放，１２０急救人员也可以及时获取需要的信
息。院前急救与院内相比具有流动性强、周转快、

接诊时间短、病种多、治疗检查措施少、诊断难以

明确等特点，更重要的是院前急救都是独立的出诊

服务，人员分散在外，无法现场监督，难以考核，

管理松散〔２〕，而信息化系统的电子病历在很大程度

上解决这类问题。加快院前急救信息化建设，根据

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提高抢救成功率、降低

病死率，最大限度发挥院前急救网络的作用十分必

要〔３〕。

３　院前急救信息化建设与管理

３１　调度指挥平台数字化

通讯调度系统是院前急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日常院前急救和突发性灾害事故医疗救援反应的中

枢和灵魂，不仅可以完成日常院前急救和灾难事故

的调度、指挥和协调，而且还担负着急救和灾害性

事故信息的整理、传递、贮存和接收，是急救中心

管理的重要信息来源〔４〕。通过调度指挥平台数字化

建设，能从根本上解决不能录音、定位显示、及时

查号等问题。系统集中受理１２０呼救电话，根据呼
救人提供的信息，立即在 ＧＩＳ电子地图上显示呼救
人所处的位置，就近派出救护车，将呼救人的相关

信息直接发往出诊救护车接收终端，由中心 ＧＰＳ卫
星定位平台和车载导航精确导航，以最短的时间到

达急救现场。现场急救人员还可通过无线网络将现

场患者实时情况以图片、视频等方式传输至调度中

心及接诊医院，达到高效、快捷、有效、系统的效

果，见图１。

图１　智能化调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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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电子病历系统

电子病历系统为院前急救信息化建设核心，包

括车载电子病历、Ｗｅｂ电子病历、电子病历模板管

理和数据统计分析等，涵盖急救中心各种医学文档

的内容，如医疗活动中形成的文字、符号、影像等

资料。１２０医生利用车载电子病历和 Ｗｅｂ电子病历

的录入功能，可在移动终端和电脑上实现录入信息

的同步，完成急救病史、体检、诊断、病症变化等

内容录入，录入后可查询、修改、维护。急救中心

可对完成后的电子病历进行查询、评分、统计、管

理等，通过电子病历系统进行医生工作量、病历检

查汇总、病谱、发病时间、发病年龄和药材消耗统

计等。

３３　办公自动化系统

急救中心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建设，可实现无纸

化办公、电子化档案管理及实时化院前急救管理，

包括提供急救中心日常业务、人员、物资及财务的

监督管理，建立标准急救档案，形成完善的急救管

理流程及规范，对整个急救以及相关工作进行精确

地质量控制。急救中心各个管理部门，通过办公自

动化系统可对相应急救中心的人员、物资、财务进

行全面的监督管理，实时考核工作量、工作效率和

安全管理等，包括急救出车次数、急救人次、紧急

呼救受理时间、急救反应时间、现场急救与途中救

治时间、到达医院时间、医疗行车和消防安全以及

车辆、通信和医疗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等，实现智

能化办公、数据统计、提醒、查询、监督、管理等

功能。

３４　救护车、调度指挥中心及医院终端应用

系统可将救护车上患者的生命体征、音视频和

患者信息等数据通过无线网络实时传输到位于城市

应急联动中心的调度指挥中心及位于中心总部的远

程调度室，同步传送到接诊医院。通过实时查看患

者生命体征和音视频，调度指挥中心可进行精确调

度和情况汇报，医院急诊科可以提前掌握患者情

况，做好接诊、急救准备工作，为急救争取时间。

必要时，接诊医院可组织相关科室专家进行实时会

诊，为救护车上的１２０医生提供指导和帮助。

３５　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１２０急救中心信息化系统按功能分类主要分为

急救业务类和急救综合管理类〔５〕。综合管理信息系

统主要包括集中显示和应急管理，方便急救中心领

导及上级部门第一时间获得现场信息，完成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救援指挥。集中显示可获取从所

有救护车发来的实时病人监护数据以及现场音视频

信息，以多画面的形式集中显示在显示器上供观

察。应急管理主要是实现对重大事故的监管，当重

大事件发生时，急救中心的管理人员以及各级领导

可以通过应急管理系统第一时间了解该重大事件应

急工作的进展和全貌，做出合理的反应和部署。登

录应急管理系统后，可通过事件总结界面关注当前

事件描述、伤亡情况、急救车辆位置、任务车次和

车辆状态。

４　院前急救信息化建设效果

４１　提升院前急救能力

院前急救信息化建设，建立由指挥调度中心、

急救车和接诊医院３位一体的急救体系，将原本单

一的 “急救调度系统”重新构建为急救车与接诊医

院实时交互、区域卫生平台与急救中心相结合的多

元化 “区域１２０急救信息系统”。实现急救中心和

接诊医院的双向交互，一方面可实时向急救中心反

馈急救任务情况，进行实时的音视频查询、交流

等；另一方面，实时将车辆状态、现场救治情况、

生命体征信息、音视频等发送给接诊医院。建立起

院前急救和院内急救的绿色通道，减少交接时间，

提高抢救效率；并且通过３方的远程会诊功能，使

多方参与救治，将急救前移，全面提升院前急救的

能力。

４２　提升统筹指挥调度能力

主要体现在呼救应答处置和合理派车的能力，

通过系统智能判断和处理，１２０调度人员能及时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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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最佳出诊车辆和路线，做到每一起呼救都得到快

速的应答，每一个答复都达到有效的处置，每个处

置都实现快速合理的派车，每一起派车都做到最短

的距离，每一个患者都得到最及时的救治，从而从

效率上有较大提升。

４３　提升急救反应能力

主要体现在急救人员的出车反应、急救反应和

院前院内衔接时间。通过院前急救信息化建设能够

实时地反馈急救人员的出车反应时间和急救反应时

间，作为急救人员考核的标准之一，无形中加大了

急救人员的监督管理，提升急救反应能力。同时，

院前急救信息化建设，建立院前急救、院内急救间

的 “绿色通道”，简化院前、院内的交接流程，使

患者到达医院前接诊医院就可获得患者的信息，提

前做好抢救的准备工作，提升院内反应时间。

４４　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及处理能力

通过院前急救信息化建设，将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进行统一的监督和管理，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

生时，急救中心管理人员以及各级领导可以第一时

间了解该重大事件应急工作的进展和全貌，掌握当

前事件描述、伤亡、急救车辆位置、当前任务车次

和车辆状态等情况，通过调度指挥平台可实现增援

派车，实时查看患者的监护数据和现场音视频，对

做出合理的反应和部署起着至关重要的参考作用，

从而全面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及处

理能力。

４５　提升急救服务质量

通过院前急救信息化建设，建设由指挥调度中

心、急救车和接诊医院３位一体的急救体系。采用
统一的院前急救数据架构，实现从指挥调度系统到

调度指挥平台的转变，从单一的救护车的通讯调度

到院前急救全流程的监管。通过各种智能化的数据

统计分析，对急救业务中涉及的人员、物资、急救

效率等各个方面进行监控，全面提高急救中心的服

务质量，使急救中心有效出车率、静脉开通率、平

均反应时间等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５　结语

院前急救讲求效率，急、危、重症患者一旦延

误抢救时机，错过抢救的黄金时间，死亡率就会大

大增加。南宁急救医疗中心坚持以患者为中心，以

急救管理创新和提高整体医疗机构核心竞争力为根

本目的，以国家院前急救改革为契机，转变院前急

救服务流程，重塑急救中心管理模式，基于现代化

急救中心管理和电子病历实现数字化急救中心建

设，加强院前与院内的信息链接，提高院前急救能

力，使患者的抢救成功率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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