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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被誉为“急救之父”、心肺复苏医学创始人的彼得·沙法教授（prof.Peter Safar）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
和我谈起，全球大约1／4的人的生命是在不该离世时而失去；在这些人中约有1／2的人如能不失时机
地在现场得到有效救洽是可以获救的。
因此把基础的急救知识、操作技能普及给公众是十分重要的。
用我的“忘年之交”、原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所说的话：“普及急救是件‘功德无量’的事。
”至于我国“科普泰斗”高士其恩9币对我从事科普的教诲，都是刻骨铭心。
这些大师们，已先后作古，但他们的高尚人格和对急救普及之重视，随着时间的流逝，使我更深地感
受其真谛。
1996年我出版了《第一目击者——一个急救医生的手记》。
书出版后颇受欢迎，中央电视台及《人民日报》、《健康报》等作了介绍、连载。
不少读者、友人希望过几年再写一本以我的急救生涯为基础，将国内外急救医学的最新进展和知识普
及给公众。
我接受了这个建议。
十年磨一剑。
我从1 998年开始，抽空就写一点笔记，2008年，整整十年。
1998—2008年这十年间的“急救”，经历了由常态下的社区家庭的危重急症，到影响国家、地区的突
发重大灾难的群体伤害事件；由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医院、急救中心的处置，到涉及国家政府高端层
面的决策，影响整个社会、遍及方方面面。
这十年“急救”的经历与进展，可谓是地覆天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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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当在繁华的马路上，窄小的胡同里，拥挤的人流中，随着警笛的呼啸疾驶而过的急救车，无论是旁
边的车辆或是行人，总是尽快尽量地在“让”，让急救车顺利地、快速地通过，早一点到达病家，早
一点到达就近的医院，得到全面救治⋯⋯　　每当在车窗里望着那迅速让路的车辆和行人，我们心中
总是升起阵阵敬意。
　　不要再让那些得不到急救的人们，付出的是以生命、鲜血的代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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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宗浩，浙江湖州南浔人。
长期从事急救、复苏、灾害医学事业，主持筹建并长期在北京急救中心担任领导工作。
近年来在中国武警总医院、武警医学院任首席急救专家，是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急救专家。
现任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救援医学会会长，中国医师协会急救复苏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急救复苏与灾害医学杂志总编辑。
最近被美国心脏协会（AHA）授予首位中国顾问。

　　李宗浩作为一位医生，既献身于医学事业，专著甚丰；又以巨大热忱投身于科普工作，业余创作
了《走近高士其》、《第一目击者——一个急救医生的手记》、《首席专家谈急救》等受读者好评的
科普读物，并担任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医学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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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从白宫到故宫第一部分　心脏猝死：社区公众都在面对　1.匆匆不防的“猝死”，姗姗来迟的
急救　2.回顾当年对副市长的抢救，一切遵循着科学规律　3.评估当今抢救的成败，要唤起民众千百万
人学习急救　4.20世纪80年代全国率先建立的北京急救中心，开创急救先河却是历尽坎坷　5.马季抢救
的失误，是“呼叫病人不应时”不去紧急呼救，却去找家属了　6.大声疾呼，“急救”必须从医生手
中解放出来　7.普及急救，任重道远，全民参与，受众广泛第二部分　心肺复苏：世界“第一救命技
术”　8.良师益友，我与被誉为当代“急救之父”的彼得·沙法教授相识　9.沙法教授首次来华，诠释
心肺复苏（CPR）的真谛　10.心肺复苏（CPR）的“庐山真面目”，世界第一救命技术　11.CPR的
“C”，即心脏复苏，如同拨动刚停下的钟摆　12.CPR的“P”，即呼吸复苏，如同吹进生命的春风
　13.心肺复苏的哲学观和伦理学　14.餐桌上的“危机”，气管异物时的海姆立克急救法　15.与时俱
进，心肺复苏的突破性进展第三部分　心肝除颤：“起死回生”的自动体外心脏颤器　16.心肺复苏的
突破性进展，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AED）——21世纪的“灭火器”的问世　17.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
，复苏领域一场悄悄的革命终于来到　18.急救的曲折历程，从传统的止血包扎的“四大技术”举步维
艰地走到现代的CPR，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　19.2000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呼吁，“义不容辞”地
普及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第四部分　急救网络：编织城市医学救援体系（EMS）　20.“他山之石”，
美国出台了相关使用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的法律　21.在“科学的春天”里，建设现代化北京急救中心
的种子在复苏的土地上萌芽　22.急救新概念——生命链的核心，建设城市医学救援体系（EMS）　23.
意大利政府对我国很友好，中意共建北京急救中心　24.800万美元赠款项目，皆大欢喜，我却喜忧参
半　25.何日才能与国际医学救援体系相接轨？
第五部分　空中急救：通向空中的遥遥之路　26.现代化的首都急救体系，没有空中急救如同三军之中
缺少空军　27.对中国建立空中急救事业“情有独钟”的德国空中救援总部（DRF）　28.我与柯赖尔总
裁的长城谈话，“不建空中急救非好汉”  　29.1987年，我首次在欧洲上空作直升救护机的医学救援
　30.临危受命，夜飞地中海伊维萨岛抢救“急性心梗”垂危老人　31.在德国、法国总理的招待会上
　32.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阿尔卑斯山间飘扬　33.德国DRF授予我荣誉称号　34.中德空中急救项目建立，
前景令人鼓舞　35.一波三折，关心的人来自四方，空中项目在地面步履维艰　36.真是“好事多磨”呀
！
  　37.一位“老北京”、中德空中急救的“志愿者”、德籍华人王寿椿博士匆匆离去　38.我在北京市
政协会上关于空中急救的多次提案　39.人生苦短，北京何日能建成空中急救　40.重上蓝天，2008年我
在美国盐湖城上空的飞行第六部分　地震海啸：从唐山地震、印度洋海啸到汶川地震　41.唐山地震30
年祭——为了明天的纪念　42.张胜兰，一位直面人生的美丽坚强女性，一个“不幸的家庭也有幸福”
的人　43.大海发威，印度洋海啸无情吞噬了三十万鲜活生灵，中国派出了救援队　44.印度洋海啸后的
第三周，我由北京飞抵雅加达进行救援评估　45，认真阅读一份早期“原汁原味”的关于班达亚齐的
灾情报告　46.我向最早到达重灾区的医生了解情况，与我驻印尼大使，与印尼卫生部官员讨论　47.
“5·12”四川汶川大地震，  “国家队”的迅速出发　48.关爱生命，科学救援第七部分　天灾人祸：
企望和平的21世纪并不太平　49.联合国将20世纪的1990·1～1999·12定为“国际减灾十年”　50.“我
们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受到伤害”，联合国秘书长如是说　51.中国政府的“大手笔”，国务
院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到应对法的颁布　52.定位突发公共事件中医学救援作用的观点，得到国务院
领导同志的支持　53.尽快发展我国救援医学事业的建议第八部分　明天步伐：以科学发展观直面灾害
挑战　54.全球心肺复苏大普及，走到家庭的“迷你安妮”  　55.我的灾害的新思维，科学面对灾害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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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心脏猝死：社区公众都在面对1．匆匆不防的“猝死”。
姗姗来迟的急救相声大师马季突然去世半年后，侯耀文先生也因心脏病猝死，促使我十年前的《第一
目击者——一个急救医生的手记》的姐妹篇《生命在自己手中——一个急救医生的笔记》这本书的诞
生。
2006年12月20日上午9时34分，北京红十字999紧急救援中心报警大厅，开通的几个报警台电话铃声不
断。
接警员——护士，职业的本能使她们瞬间迅速地（要求铃声不超过两声必须接听，事实上她们一般都
已习惯于一声）接听了电话。
电话里传来一个十分急促的声音，告知住在昌平区天通苑小区的马季先生心脏病突发，不省人事，请
赶紧前来急救。
护士简要地了解了病情和问清了确切的地址，按照离病家最近的急救网点原则，迅速派出了装备完善
的急救车出发。
整个处理呼救电话过程，限制在1分钟之内。
急救车响着警笛，风驰电掣地驶向病人家。
首都北京，像其他发达国家的城市一样，国家有关部门在编上网和有规范急救标志的“120”“999”
的急救车，在执行急救任务过程中是享有一系列特权的。
如遇到红灯，可以不停车而继续前进，在不允许拐弯的路口、‘不可以通行的路段、不可以⋯⋯，在
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为了争分夺秒抢救病人，“不”字往往能予以变通为“可”字，这既为法律法规
所允许，也为社会公众所理解。
每当在繁华的马路上，窄小的胡同里，拥挤的人流中，随着警笛的呼啸疾驶而过的急救车，无论是旁
边的车辆或是行人，总是尽快尽量地在“让”，让急救车顺利地、快速地通过，早一点到达病家，让
垂危病人早一点得到救护，让急救车里的病人，早一点到达就近的医院，让病人早一点得到全面救治
⋯⋯我作为一名职业的急救医生，在这个救死扶伤的“战场”工作四十多年的战士，每每在车窗里望
着那迅速让道的车辆和行人，心中总是升起阵阵感激。
人们，这些人们具有一付多么善良、关爱的心肠呀！
然而现实中，城市急救网络的不完善、不健全、不规范⋯⋯硬是把好端端的一个以院外急救为主、形
成急救网络、缩短急救半径的急救中心，办成医院的模式，真是不可理喻呀！
付出的是以生命、鲜血为代价的人的性命呀！
每每忆此，伴随着长夜的失眠，总是难以缓解阵阵的心痛！
近年来，由于政府的强烈干预，才算有了一些扭转。
但是，急救体制、机制、法制等方面仍有不少“剪不断，理还乱”的事呀！
何时才能“剪得断，理得顺”呢？
10分钟后，也即9时45分，急救人员到达了病家。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患者马季，坐在卧室卫生间的马桶上。
家属介绍病情：早晨9时左右，马季先生家的保姆，一位来自农村打工的年轻人，发现马季一直坐在
马桶上，叫了他好几声也不言声，于是赶紧过去一看，发现马季的头耷拉下来，人事不知。
保姆十分紧张，也不敢动他，马上打电话找他的家人。
家里人赶来后，发现马季呼唤不答不省人事，也没有敢挪动他，立即拨打了呼救电话“999”。
在家人介绍情况的同时，急救人员也迅速作了检查：患者两侧瞳孔散大、固定、对光反射消失，呼吸
、心跳均已停止，心电图检查图形呈一平直线。
诊断：死亡。
考虑到死亡时间不长，按照急救惯例，医生立即在房间里进行心肺复苏（CPR）。
将患者平卧于地，进行口对口吹气、胸外心脏挤压等抢救措施，抢救了十几分钟，仍然无效。
由于家属要求，“999”的急救人员将患者送到了附近的医院。
在该院，医务人员又进行了短时间的C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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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仍是无效的。
为便于善后事宜等处理，在家属的要求下，“999”将马季先生的遗体送到了中日友好医院。
这就是发生在2006年12月20日上午那两个小时——一代相声大师马季先生猝死的情况（也是事后，我
与“999”医务人员为此进行了讨论，作了认真的科学的调查后的记录）。
从那天下午到晚上，就有一些熟人及媒体打电话向我询问情况，更多的则是希望我能对此作些学术科
普报告、写点文章，以引起人们对心脏猝死自救互救的重视。
有好几位朋友更直截了当地提出：“宗浩，你当年的那本《第一目击者——一个急救医生的手记》写
得不错，科学性强而且真实感人，大家很爱看，而且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读书时间》、《
生活》等几个栏目介绍了，包括《人民日报》（海外版）、《健康报》等不少报刊也连载了，对急救
的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
好几年都过去了，你现在应该再写一本这样的书。
”其实，近些年来不少的人都这样向我建议，苦于没有时间，忙于向各级政府提出建立我国现代急救
医学事业、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建议，尤其是对首都急救网络存在问题的忧心，建议不断，收效不显
，总是安不下心来“著书立说”，但马季先生的事件又一次地触动了我。
“做好急救普及”也是我的重任之一，我开始酝酿《第一目击者——一个急救医生手记》的姊妹篇了
，并且已经动笔了，但写写停停，难以成书。
正在此间，2007年6月23日当晚，当我看到北京电视台新闻报道了“999”急救人员抢救侯耀文心脏猝
死的消息，随之我立即向前去抢救的医务人员了解情况，侯耀文的心脏病猝死病例，“猝死”既是他
首次，而竟也是他最后一次的发病！
他在下午已有明显不适，但周围的人未曾“惊觉”到这样的严重状况，当呼救时为时已晚，“999”到
达病家，已无“回天之力”。
就这样，曾带给我们那么多欢语笑声的相声大家悄悄却又是急匆匆地离开人问，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我沉思良久，坐在沙发上，默默地、不知不觉过了半个钟头，而我的脑海里却一直不停地在汹涌澎湃
。
我，已不是当年写《第一目击者——一个急救医生手记》在北京急救中心主管急救业务和直接参与抢
救的那个时候的我了。
那时成天忙于事务、参加抢救，以及艰难地为建立先进的急救体系、编织城市急救网络而到处呼吁、
疲于奔命。
如今，在国家加大改革开放步伐、经济迅猛发展尤其在科学发展观统领，在社会进步、文明程度提高
的大背景下，我因到年龄退下了“领导”岗位，现在我不仅可以为实现自己的理念而奋斗：急救必须
走出医院大门、科学殿堂，走上社会，走进社区，走到家庭，做好常态下的急救急诊；还要重视非常
态下的城市灾害突发公共事件，走到现场（以及国门外）的大急救医学救援去做一点推波助澜的实事
（君不见，武警总医院的同行们成功地举起中国国际救援大旗驰骋在海内外），为国内外同行在急救
急诊行业建设、学术进展上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使我参加了国内外更多的急救实践、活动，广交
了更多的朋友、同行，而且由于时间的支配和应用，有了科学的指导，呈现了事半功倍的效应。
我深知，两位相声大师的骤然离去，自然会引起社会的关注，公众的重视，又一次地掀起“急救热浪
”。
但如果不加以科学指导和社团、热心志愿者们的组织努力，加强科学普及，这个热浪很快就会消失。
我十分欣赏我的良师益友、大诗人臧克家老伯生前自勉也是激励我们的话：“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
扬鞭自奋蹄”。
我虽已不再年轻，但我要永远奋进，我有无数的事情要做，现在不用扬鞭就要奋蹄。
就在当天下午我立即给“999”的同行打电话了解情况，我又专程去了那里了解马季先生的猝死抢救。
年轻的医生和管理者们，问起我当年是如何抢救北京市副市长李润五的心脏猝死的，要我这位“老前
辈”给他们讲讲这段经历。
同时，更想了解近些年来，国内外心脏猝死抢救的进展，社区培训“第一目击者”的情况，民众如何
在“第一时间”内做好自救互救、及时呼救，以及北京市的急救体系，我们这里能否使用直升机等话
题，就十分自如地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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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把当年抢救副市长的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
2．回顾当年对副市长的抢救，一切遵循着科学规律当年在北京市政府会议室里对副市长猝死的抢救
，是那样地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搏斗，但这一切总是遵循着科学规律，谁也不能例外。
《北京晚报》在1995年11月11日刊登的关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李润五同志猝死抢救等系列报道之一作
过这样的记述：“⋯⋯上午9时，北京召开汽车工业汇报会。
8时50分，李润五副市长与李其炎市长、市委分管工业的常委欧阳文安，在一起碰头讨论会议的开法。
时针指向9时，他们起身，走向会场——就在这时，不幸发生了：李润五同志突然身子一歪，倒在椅
子上。
其炎市长见状惊呼：‘润五，你怎么了？
’接过人们迅速找来的3粒硝酸甘油，费力地撬开润五紧咬着的牙关，给他服下去⋯⋯一点反应没有
！
其他人同时在行动，4分钟后，市政府医生赶到，10分钟后，市急救中心医生赶到，接着急救专家李宗
浩等陆续赶到⋯⋯”其时，我负责北京急救中心的业务，当然，我作为一名职业的急救医生，也从不
脱离我的专业——具体的急救医疗工作，决不单纯作一个所谓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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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命在自己手中:一个急救医生的笔记》：“生命不该终止，必将重现辉煌！
”——是我情之所至、发自肺腑的自然流露，也是我从事救死扶伤事业的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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