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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急救医疗服务是医学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急、危、重伤病的发生时间、地点和
人员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同时，急救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世界各国在总结急救医疗服务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急救医疗服务体系（EMSS），并以法
律的方式对急救医疗机构、急救专业技术人员和对急救医疗服务产生影响的各类社会组织和个人进行
规范。
西方发达国家较早地认识到急救立法的重要性，并通过建立国家和地方的急救法律、法规，不断改进
和规范急救体系。
目前，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制定了本国的急救医疗服务法律
，一些地方立法机构以国家法律为指导，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急救立法活动，如德国、美
国、加拿大等国的许多州、省及大城市都制定出各自的急救法律，甚至中小城市、县也制定了地方性
急救法规。
我国院前急救体系及其相应的法律体系建设起步较晚，专门针对急救医疗服务体系管理的规范性文件
较少。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急救医疗服务的目的、内容、范围不断提出新的要求，现有的院前急救
体系及其法律法规已经明显不能适应这种要求。
近年来，国内已有十多个城市通过地方立法或政府规章的方式，制定出本地的急救医疗服务政策法规
，在规范急救行为、促进急救体系建设、调整相关社会关系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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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力促进北京市急救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加快北京市急救立法的步伐，首都医科大学在北京市
科委的资助下整理编撰了“北京市急救医疗服务立法研究丛书”本丛书共分三部，第一部为《北京市
急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与立法研究》，第二部为《北京市急救医疗服务立法专题研究》，第三部为《
国内外急救医疗服务立法研究” 本丛书可以为急救相关管理机构  卫生法学研究者提供重要参考    《
北京市急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与立法研究》首先通过对国内外急救医疗服务模式及立法现状、我国急
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与立法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北京市开展急救立法研究的必要性、可行性和迫切
性  接着，以急救流程分析为依据形成基本研究框架，运用文献研究、司卷调查非参与式观察等方法
收集资料，运用系统分析、规范性分析等方法进行了资料分析最后，基于北京市急救医疗服务体系现
状与对策的研究结果，提出了北京市急救医疗服务地方性法规的立法依据和基本思路，并对《北京市
急救医疗服务条例》(专家建议稿)进行了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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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20急救系统（1）指挥调度。
1988年，北京正式开通120急救专线，专线系统的整体设计思路参考原北京火警接警系统，只要拨打
“120”就可以呼叫医疗急救服务。
1993年，北京急救中心开始了指挥调度系统的信息化建设，借助IT技术来协助完成紧急医疗救助的调
度工作。
120电话交换机从机电式发展到程控式交换机，同时，呼救电话和指挥调度这两个系统也开始用计算机
来处理，但仍然需要人工接警和人工通知，通过人脑分析来确定救护车的位置指挥调度，凭借电台对
急救车进行调度。
2001年120系统实施第二次升级。
由于GPS的应用，只要拨打120急救电话，说清具体位置后，系统可自动切换到电子地图画面，在屏幕
上反映出具体位置，计算机辅助指挥系统可以反映出附近救护车与事发地的实际距离，工作人员通过
系统直接将命令发布到距事发地最近的急救车上，救护车可以尽快赶到现场，这样就提高了急救速度
。
系统改进后，使呼叫反应时间缩短了5～10分钟。
目前，北京120急救系统主要包括有线通讯系统、无线通讯系统、地理信息系统（GIS）、卫星定位系
统（GPS）、数字录音系统、计算机辅助指挥调度系统等，通过这些系统的优化与集成，急救系统可
以全程跟踪现场急救过程，急救指挥调度信息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①有线通讯。
包含120电话和专线电话两部分，中继线达到120条线，允许120个电话同时打进来，接人自动语音应答
由交互式语音应答（IVR）系统对来话进行过滤和分流，使电话接人的有效率大大提高，呼救电话与
接听电话的比例从过去的不足1／10上升到1／5-1／4。
②调度坐席。
为20个，坐席电脑本身具有电话接听、挂断、转移、外拨、会议、录音等电话功能。
非典期间最高峰一天接通17000多个电话。
专线电话是中心调度室与市政府、市卫生局、市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及51家三级甲等医院急诊室的直
通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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