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市急救医疗服务立法专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北京市急救医疗服务立法专题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1792375

10位ISBN编号：7501792372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时间：中国经济出版社

作者：王亚东，梁万年  等编著

页数：22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市急救医疗服务立法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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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市急救医疗服务立法专题>>

内容概要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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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专题研究》针对影响急救医疗服务的关键环节，将专题研究报告汇集成
册，包括以下十二个专题：一，北京市急救培训机构及公众的急救知识培训现状与发展研究；二，北
京市特殊场所的急救现状与法规要求研究；三，公众的急救权利、义务与责任研究；四，制约特殊人
群现场急救的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五，北京市急救医疗体系院前院内衔接现况研究；六，救护车行
驶速度影响因素及改进措施研究；七，北京市急救医疗救援风险基金研究；八，急救医疗服务的社会
性研究；九，院前急救组织的性质分析；十，北京市院前急救队伍现况分析；十一，急救指挥调度机
构的功能及建设设想；十二，以社区卫生服务为网底的院前急救网络建设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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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急救专家多次呼吁应在特殊人群（消防武警、公安巡警、司机等）中率先普及心肺复苏和包扎
、止血、固定、搬运四大急救技术，以提高社会人群对突发灾难事故和疾病的应急能力。
本研究认为，特殊人群整体素质较高，军事化与半军事化管理，配备先进通讯、交通设备，行动快捷
，工作性质常使其充当“第一目击者”或伤病员，而且他们自身对急救知识技能有迫切的需求，学习
的积极性高。
在院前急救工作中应充分发挥特殊人群的“第一目击者”作用，对警察、机动车驾驶员等特殊人群进
行现场初期救护知识技能培训，使受训者掌握最基本的自救、互救知识和最关键的初级救生技术。
关于特殊人群的急救组织和设备问题，本研究提示，为了避免重复建设导致资源浪费，特殊人群中无
需成立专门的急救组织，但为了便于特殊人群及时实施现场急救，应该为其配备简单、常用的急救设
备，如：急救箱、止血带、绷带、敷料、三角巾、纱布等。
同时考虑药品使用人员的资格问题，不能为特殊人群配备药品。
关于特殊人群的急救资质问题，本次定性研究结果提示，国家应该制定明确的急救培训机构的准入标
准，对提供急救培训的机构进行资质认证，促使培训机构和培训内容规范化。
由于特殊人群只是进行一些初级急救操作，不涉及专业急救人员的高级急救技能，可以直接授权具备
资质的培训机构对接受培训且考核合格的特殊人群颁发急救员证书，获得证书者即具备急救资格，无
需另设第三方认证机构对已获得急救员证书的人再次进行第三方认证。
（五）北京市急救培训机构现场考察及访谈结果1．急救培训机构现况（1）北京市红十字会急救培训
机构现况：北京市红十字会1998年开始对公众普及急救培训，负责公众急救知识培训工作的部门是北
京市红十字会卫生救护培训中心。
该中心是经北京市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成立的，是从事卫生救护培训工作的专门机构。
负责全市卫生救护培训网络的建立和管理；负责制定救护培训教学计划；有统一的救护培训教材和模
拟训练教具、统一规范的教学标准、统一的考核和统一发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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