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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身边 善 聚鹰城暖流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气象
台获悉，今起三天我市以多云天
气为主，风力不大，气温有小幅
波动。今天部分地区或有降水。

鹰城正在步入夏日节奏。
据市气象台工作人员介绍，今
天我市逐渐转阴，部分地区或
有降水，气温稍有下降，最高气
温为26℃。明后天以多云天气

为主，风力不大，气温开始回
升，最高气温均在 30℃左右。
需要注意的是，未来几天昼夜
温差较大，市民早晚出行仍要
注意保暖。

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
天，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偏南风
2到3级，26℃至16℃。明天，多
云间阴天，西北风 4 级左右，
17℃至 30℃。后天，多云到晴
天，16℃至30℃。

阴云前来捣乱 气温小幅波动

□本报记者 王春霞 文/图

5 月 12 日晚 7 点半，夜幕降
临，华灯初上。位于新城区市卫
健委 13 楼的市急救指挥中心

“120”调度大厅里，灯火通明。
当记者踏进调度大厅，当晚

值班的调度员宋翠环、樊晓丽正
守在工作台前。两人面前各有一
部电话和一台电脑。

大厅里有一个占据整面墙的
大屏幕，中间显示的是平顶山地
图，左边是各个急救站的监控视
频，可以看到车辆进出和急救人
员跑步出车的画面；右边则是急
救车辆的调度状态，显示着“待
命”或者“救护中”。

市急救指挥中心副主任白红
介绍说，全市目前共有7个急救
站，其中市一院、市二院、平煤神
马医疗集团总医院、解放军第989
医院、平煤神马集团一矿医院、市
五院急诊科各设一个急救站，新
城区设一个急救站。每天共有12
台救护车专门为“120”服务，服务
范围覆盖新老城区。

目前，市急救指挥中心只有
调度员 13 名，白班夜班轮流值
守。白班值守10个小时，晚班则
需值守14个小时，从下午6点接
班一直守到次日早上8点。从事

多年“120”调度员工作的宋翠环
和樊晓丽，对这样的夜班已经习
以为常。

日出诊量从每天7次到84次

晚7点36分，“丁零零”，一个
电话打了进来，宋翠环迅速抓起
电话：“你好，120，请问是要救护
车吗？”“病人晕倒了？位置在哪
儿？……”她边通话边打字，把信
息录入系统，语气沉着冷静。得
知是平顶山学院一名女生在学校
晕倒后，她就近给市五院急救站
的急救车下了派车单，1分钟之内
就完成了一次派单。

23年急救护士、5年调度员的
工作经历，让宋翠环做起这些游刃
有余。从宋翠环面前的电脑派单记
录上可以看出，在接班后的一个半
小时里，“120”已经派诊9次，其中
外伤3例、车祸外伤1例、脑血栓1
例、心脏病1例、晕倒2例、抽搐1例。

市急救指挥中心的数据显
示，自从 1995 年 1 月 10 日开通

“120”以 来 ，已 累 计 有 效 出 诊
270876次，抢救转运病人290169
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
对院前急救的需求量不断上升，
日出诊量已经从最初的每天7次
增至最高时84次。

记者注意到，樊晓丽的桌子
上放着一本《急救图册》，在接电
话的空隙，她会不时地翻看一会
儿。“这是现场急救的工具书，有
时候需要在救护车赶到前，对现
场的人进行指导。”她说，调度员
也需要有医疗功底，还需要良好
的心理素质和快速的反应能力，
只有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才能
成为一名业务熟练的调度员。

送至哪家医院
尊重病人意愿

晚8点28分，市建设路东段
鸿鹰小区一位病人家属打进电
话，说家中有人“腹泻、呕吐”，请
求派救护车。宋翠环为其调派了
解放军第989医院的救护车。8
点35分，平桐路上的湾李村有一
足月待产孕妇出现了阵痛，家人
打进电话呼救，宋翠环为其调派
了市二院的救护车……

宋翠环说，在病人家属没有
明确要求的情况下，一般按照就
近原则来调派车辆，以便缩短救
治半径。如果病人或其家人要求
送到哪家医院，出诊人员就会尊
重病人的意愿，将病人送至哪家
医院。

“刚才 989 医院的两辆车都
派出去了，东南方向的再有呼救

就得派负责东北方向的市一院的
车了。”宋翠环说。

晚8点53分，两部“120”同时
响起，两名调度员迅速拿起听筒，
却发现是同一件急救信息：“一岁
多的孩子出现高热惊厥，我们住
在诚朴路，想去152医院（现已更
名为989医院），请通知一下医院
急诊科。”原来孩子出现情况，家
人太焦急，纷纷拨打“120”。问清
他们是自己开车去医院后，调度
员迅速通知989医院急诊科做好
接诊准备。

晚8点59分，新城区湖光花
园有老人心脏病发作，家人拨打
电话呼叫救护车。宋翠环刚把新
城区急救站的车派出去，1 分钟
后，病人家属又打来电话说，病人
吃了速效救心丸，已缓解，不需要
救护车了。她急忙通知急救车停
止出车，并在系统中注明“患者退
车，未出即返”。

樊晓丽说：“有时候市民拨打
120，不一定是要救护车，而是咨
询应该去哪家医院，或者是询问
对病情的指导意见。”

果然，晚 10点 49分，一位年
轻男子打进电话，说自己脚烫伤
了，很疼，问应该去哪家医院治
疗。樊晓丽询问了烧伤的情形，
告诉他先进行一下简单处理，然

后可以就近去989医院，因为那
里有烧伤科。

平静的一夜
有效出诊24次

蹲守的过程中，记者发现，晚
上9点半过后，持续了近1个小时
竟无电话打进来。在此期间，值
班调度不时地用手机拨打“120”进
行测试，防止电话网络出现问题。

白红介绍说：“虽然‘120’呼
救没有规律性，但结合工作经验
和多年的‘120’呼救数据统计分
析，也总结出一些规律，如夜间出
诊次数明显高于白天，最集中的
呼救在晚上9点以后，凌晨1点后
相对较少。一般周五、周六晚上
呼救电话多一些，节假日会忙一
些。结合季节性的呼救量也显示
出，夏季的呼救量最多，其次是春
季、冬季和秋季。”

夜里12点过后，电话少了，记
者困得受不了，只好找地方去休
息。宋翠环和樊晓丽一直在岗位上
坚守。次日早上6点，记者再次来
到调度大厅时，两人虽略显疲惫，仍
笑言：“后半夜一直很平静，没几个
电话打来，可能是托了你的福。”

当夜的夜班统计显示，5月12
日 18时至5月13日8时，“120”有
效出诊24次，有效救治27人。

有一部免费电话，24小时在线，与
生死相连，它一端连着病人，一端连着
医院。这就是被誉为生命线的“120”。

“120”急救电话在平顶山已开通24年，
然而关于“120”那些事儿，您未必都十
分清楚。

市急救指挥中心接到“120”电话
后，到底是如何调度的？那些大街上
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的救护车，又承
载着怎样暖心或惨烈的故事？当夜幕
降临，千家万户都沉入梦乡的时候，调
度员和急救人员在忙碌什么……

为了让大家深入了解“120”，提高
人们的急救意识，本报近日特派记者
深夜蹲守市急救指挥中心，并跟随救
护车直击出诊现场，带来一组特别报
道——“夜幕下的120”，分享那些让我
们感动或警醒的瞬间。

“120”调度大厅里的不眠之夜

□记者 李霞

本 报 讯 乘客乘出租车回
家时，不慎将手机忘在出租车
上，幸遇好心出租车司机，将手
机完璧归赵。昨天上午，失主
谢先生满怀感激地向本报反映
了此事。

据谢先生介绍，他家住市区
神马大道与健康路交叉口附
近。11日下午1点多，他与朋友在

湛河区姚孟街道姚电社区附近
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家，在神马大
道与健康路交叉口附近一驾校
大门前下了车。不久他发现手
机丢失，忙借朋友的手机拨打自
己的手机，可一直无人接听。正
当他失望之时，他朋友的手机接
到了出租车司机的电话。随后，
好心出租车司机开车回到当初
谢先生下车的地方，将手机归还
他。

昨天下午，记者与这位出租
车司机取得联系，他叫李明举，今
年31岁，是市安保出租车公司的
一名司机。谢先生的手机当时是
卡在出租车后车座缝隙里了，加
上路上行驶声音比较嘈杂，谢先
生的手机响了好长时间他才听
到。由于谢先生的手机上锁无法
打开，他便根据谢先生手机上显
示的号码，打通了谢先生朋友的
电话。

手机落在出租车上 好心的哥发现送还

市急救指挥中心“120”调度大厅，调度员在值守。

开栏的话

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