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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管理·

杭州公众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的现状与思考

钱里娜 陈燕娟 王建岗 宋因力 付卫林 张军根

心脏骤停患者中约 80％患者初始心律为室性

心动过速和心室纤颤 [1]，且 75％以上的病例发生于

院外。若此时公众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AED）对其进行电击除颤，生存

率可以升至 38％，甚至更高[2]。本次研究分析杭州

城市公共场所AED配置及使用现状，探讨存在的问

题与解决对策，为提升城市配置应用水平提供依

据，从而提升院外心跳骤停救治成功率。现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年 5月至2018年11月杭

州市AED设置场所区域不特定公众人员共397名，其

中男性150名、女性247名；年龄17～74岁，平均年龄

（32.00±4.50）岁；文化程度：大学 193名、高中 123名、

初中 72名、小学 9名。本次研究公众入选标准为具

备独立民事责任能力，愿意接受调查，能完全回答

预设问题。

1.2 方法 通过设计公共场所AED配置现状问卷，

以卫计委行政通知、电话追访、现场查访等方式，调

查截止到 2018年 5月 31日杭州市公共场所AED的

配置地点、配置数量、资金来源、公众使用等情况。

通过便利抽样方法在AED设置场所对不特定公众

进行AED知晓程度、获得AED信息途径，正确使用

AED 操作等急救知识、公众使用 AED 意愿等情况

调查。在调查结束后，对从未接受过 AED 培训的

被调查对象即时给予口头普及培训AED的简单知

识及作用，然后询问如果接受正规培训后是否愿意

使用 AED 救人，公场所是否有必要安装 AED 的

情况。

2 结果

2.1 杭州市公共场所AED设置情况见表1
表1 杭州市共公场所AED设置情况

公共场所类别

机场

地铁

火车站

学校

社区

消防、派出所
（巡逻队）

政府机关
对外办公区

商场、超市、
服装批发市场

酒店

旅游风景区

健身中心

医院、美容院、

养老院公众区域

其他场所

合计

投放时间

2015年、2017年

2014年、2017年

2017年、2018年

2017年

2015年、2018年

2018年

2015年、2018年

2017年、2018年

2015年、2018年

2018年

2015年、2018年

2012年、2016年、

2017年、2018年

2015年、2016年、

2018年

资金或项目来源/台

社会
捐赠

6

20

11

17

7

7

9

15

10

12

40

8

13

175

财政
投入

0

0

5

4

0

0

19

5

1

0

1

33

5

73

其他

0

0

0

0

0

2

0

0

0

2

0

11

2

17

合计

6

20

16

21

7

9

28

20

11

14

41

52

20

265

由表 1 可见，截止 2018 年 5月 31 日，杭州市在

公共场所共放置了 265台AED，投放时间主要集中

在近三年内。AED 的来源主要以社会捐赠 175 台

（66.04％）、财政拨款 73台（27.54％）及自行购买等

其他形式 17台（6.42％）实现，主要通过杭州市红十

字会和杭州市急救中心协助设置，分布在地铁、火

车站、机场、旅游景点、公共办事中心、学校等与公

众进出相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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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杭州市 AED 地区分布数量 265台AED中有

221台（83.40％）分布在杭州城区，周边县市区仅余杭

15台（5.66％）、萧山8台（3.02％）、富阳19台（7.17％），

淳安2台（0.75％），其余地区为0，分布不均匀。

2.3 公众对 AED 的知晓情况 397 名被调查对象

中，对AED名称、AED用途和AED可提高猝死生存

率三项全部知晓的比例仅 11.84％，三项均不知晓

比例为 68.18%，听到过但记不清比例占 19.98%。

在知晓 AED 名称的 54名中，通过急救培训知晓的

有 7 名（12.96％），通过网络媒体获知的有 45 名

（83.34％），曾经见过AED使用的有2名（3.70％）。

2.4 公众使用 AED 意愿情况 245 名受访者接受

了口头宣讲并在宣讲后回答了问题。调查结果为

其中表示愿意使用AED的人数为 126名（51.43％），

不愿意用的为 119 名（48.57％）。不愿意使用主要

原因是即使培训通过考试也不敢用的有 35 名

（29.41％），担心没有法律保护的为 84名（70.59％）。

认为AED有必要安装、没必要安装、无所谓分别为

213名（86.94％）、18名（7.35％）、14名（5.71％）。

3 讨论

发达国家城市公共场所配备AED数量如美国

已配置 864台/10万人、新加坡 35.71台/10万人[3]，在

杭州AED开始投放配置的时间主要是在近三年，目

前共配置265台。按照2018年杭州常驻人口980.6万
计算，每10万人口可用的AED设备不足5台。从本次

调查发现在杭州公共场所AED配置起步晚、数量少，

虽然涵盖了主要的人流密度较高公共场所，但是绝

对数量少，分布密度很低，且分布以主城区为主，配

置以社会捐赠为主，其次为政府财政资金购置。同

时，本次调查显示 397 名被调查对象中，对 AED 名

称、AED用途和AED可提高猝死生存率三项全部知

晓的比例仅 11.84％。知晓AED名称的 54名中，通

过急救培训知晓的只有 7名（12.96％），尚有 119名

（48.57％）受访者表示即使接受了规范的培训也不

愿意使用 AED 救人，其中担心被追责的占到了

70.59％。可见绝大多数公众对AED认知水平低，对

实施AED救人还存在畏惧。浙江省迄今也尚未出

台关于AED配置和使用的相关法规或者规章，全国

还没有对AED配置使用制定过强制性或义务性规

定，导致大部分公众场所仍然缺乏对AED配置的主

动性、积极性，甚至不少单位不愿意接收或安装由

公益机构免费捐赠的AED。

根据目前杭州公众急救普及现状、AED配置及

使用现状，结合国外心肺复苏成功率高的经验举

措，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AED在公众场所的

配置与使用：①政府主导，多渠道资金投入。一是

强化政府调控作用，将AED配置纳入院前医疗急救

布局规划中，结合城市院前医疗急救布局规划，逐

步分批分阶段推广AED配置使用。二是建立财政

专项资金。将AED购置、维护、更新机关培训、宣传

费用等列入政府财政预算。三是制定捐赠的鼓励

政策，促进慈善机构、基金会、企业、民间机构、或个

人自愿捐赠AED。②落实责任主体，建立权责合理

的监管体系。对公众场所 AED 的管理原则上由

AED设置所在的场所负责单位或所有者履行维护

和管理职责。也可以聘请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负责

管理。③加强培训与宣传，促进AED的推广使用。

尽快将AED使用培训纳入急救培训规划并组织实

施。以红十字会、急救中心为主体，其他培训机构

为辅承担AED配置所在场所相关人员的急救培训

与发证。通过传统和新媒体多层面、多途径向大众

普及急救基本知识，提高大众对AED的认知程度。

同时在急救培训中加入医学道德伦理的普及教育，

特别是心跳骤停病人的救治伦理，提倡并不断落实

最大善意的伦理道德观[4]，激发公众实施院前救助

的道德动力。④制定并完善法规，提供法律和政策

保障。可依据现已颁布的《杭州市院前医疗急救管

理条例》，制定推广配备使用AED的法规或者规章，

就公共场所配置AED的政府责任、场所选址、培训

宣传及其它相关法律责任等给予进一步明确，为推

广配备使用AED提供法律保障，消除配置顾虑与使

用障碍，推动城市公共场所AED设施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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