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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中国国际救援队组建以来队伍与人才建设、技术与装备建设方面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探讨
了灾害救援过程中提高现场危重症伤病员抢救成功率、降低死亡率的有效办法，以此促进中国救援事业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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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灾害频发，灾害救援日趋受到世界各国重视。

２０００ 年以前，我国没有国家级专业救援队，不能参
加国际救援，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不相符。 笔
者意识到国际救援的重要性，提出并建议成立中国
国际救援队。 ２０００ 年，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批
准成立中国国际救援队。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温家
宝同志亲自为救援队授旗，指定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部队总医院为唯一承担国际救援任务的医疗单位。
通过考察发现，国外救援队均为消防和工程人员组
成，无医学专家参与，第一时间救出的危重伤员往往
得不到及时救治；国内救援由医疗队或搜救队承担，
两者独立展开工作，医务人员很难第一时间到达灾
害现场实施紧急救治，并且无技术装备先进、便于携
带的流动医院

［ １］ 。 为克服上述缺陷，研究了以医学
为基础，整合搜索、营救等技术为一体且适合中国国
情的灾害救援医学新模式

［２］ 。
2　中国国际救援队的组建

国际救援是各国综合实力比拼的大舞台，比的
是技术和装备。 中国国际救援队是国家队伍，代表
国家形象，展示国家品牌。 怎样才能建立世界上最

好的救援队，促进中国救援事业的发展？ 这是需要
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在灾害救援各项工作中，
救人始终是第一位的，救人的关键是尽早挖掘被埋
人员和有效的医学救援

［ ３］ 。 也就是说救援的关键
是救人，救人的关键是减少死亡人数。 怎样才能提
高灾害现场危重伤员的抢救成功率，降低死亡率？
主要有以下 ３ 个方面。
2．1　必须要有技术全面、训练有素的医疗专业救

援人员

　　经过反复实践、论证，中国国际救援队确定了
４ 项规范的训练标准：ａ．通用技能训练：搜索与营救
常识、通信设备的使用、野外生存常识、外语训练、救
援人文常识、体能训练、心理训练；ｂ．基本技能训
练：灾害现场创伤急救技术、灾害现场检伤分类技
术、心肺脑复苏术、灾害救援的组织与指挥、救援医
疗设备的使用；ｃ．专科技能训练：截肢术、烧伤、冻
伤、挤压综合征等；ｄ．救援合成训练：搭建帐篷、全
真模拟、远程拉练。
2．2　医务人员必须全程参与灾害现场搜索、营救、

医疗“三位一体”的救治
　　目前国内灾害现场有搜救和医疗一起参与，但
都是单纯的搜救队和单纯的医疗队的组合，需要临
时磨合。 中国国际救援队的特点是地震专家、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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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救人员、医疗人员共同组成一支救援队，平时训练
时就在一起。 医疗救援贯穿救援全过程，医疗队员
参与搜救和医疗全过程。 ２００５ 年，笔者提出灾害废
墟现场的“搜索 －营救 －医疗”三位一体的救治技
术，不同于三方面参加，而是搜索、营救、医疗的有机
结合。
2．3　灾害现场必须要有现代化的流动医院［ 4 ］

以重大灾害医学救援需求为牵引，经过 １０ 年的
实战和理论探索，笔者认为灾害救援医学必须以灾
害学、急救医学、卫生勤务学为基础，整合临床医学、
预防医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技术，同
时灾害现场必须要有可供医疗专业救援队员实施抢

救的装备和场所，即现代化的流动医院，才能把灾害
救援这项系统工程组织好，实施好，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3　中国救援事业发展中存在的几个科学
问题

3．1　学科人才建设
１）创建灾害救援医学学科，提出该学科的定义

和内涵，宗旨在于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减少人员
伤亡。 灾害救援医学是研究灾害条件下进行医学救
援的科学规律、方式方法、组织管理的一门学科。 其
内涵是以急救医学、灾害医学、危重病监护医学为基
础，融灾害学、生物医学工程、社会学、管理学、法学、
信息科学、工程学、建筑学等为一体的交叉学科［５］ 。
它达到了教育部提出的新学科标准，经教育部和总
参谋部批准在国内开设“救援医学”本科专业，为我
国救援事业培养后备力量。 主编国内第一部灾害救
援医学专著，编写国内首套 １２ 部培训教材，已在本
科、研究生教育及救援队培训中广泛应用，为学科发
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２）２００９ 年，发起成立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国家
一级协会），已举办 ９ 届中国国际现代医学救援论
坛，为国内最权威的行业论坛，创办国内唯一灾害医
学统计源期刊———枟中国急救复苏与灾害医学
杂志枠。

３）发起建立了亚洲规模最大、科目最齐全的国
家救援培训基地，该基地能够全真模拟灾害现场，已
为国家培养了多支省级救援队。

４）提出的预案、人员、装备、训练标准化方案成
为组建国家、省市救援体系建设的指导性文件。
3．2　技术与装备建设

１）中国国际救援队于 ２００４ 年研制出国际最大

的折叠式方舱医院，其中核心帐篷为密闭的充气帐
篷，相对无菌，可迅速展开手术单元、危重病抢救单
元、重症加强护理病房（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ｒｅ ｕｎｉｔ， ＩＣＵ）等
系统，具有远程医疗、净水供水、柴油发电、独立制
氧、自行制冷供暖等功能。

２）２００８ 年在国际上率先研制成便于飞机远程
运输的车载救援医院，由指挥车、手术车、综合急救
车、医技检查车等 ９ 辆车组成，机动性强，能随飞机
快速转运到受灾地区。

３）对卫生装备进行独立模块设计，根据救援任
务、救治范围、救援环境等研发了急救、手术、诊检、
防疫等多个模块，确保灾害条件下快速展开、撤收。

４）创建了废墟现场声像采集—前方指挥中心
卫星中转—医院会诊中心同步会诊的三级远程医疗
体系，可对全世界任何地域灾害现场开展专家支持
系统。

５）创新了在环境恶劣、停水停电、医疗资源匮
乏条件下流动医院灾害医疗救治技术，如重度外伤
加海水淹溺合并重症感染的救治、野外无避光条件
下利用呼吸机救治危重破伤风患者。

６）集成创新灾害心理治疗技术，制定了适合国
际救援的队员心理训练方案和心理测试标准；集成
创新灾害卫生防疫技术，针对预防接种、药物预防等
制定适合国际救援特点的系列规范化技术，有效防
控了灾民居住地传染病爆发，已经通过卫生部应急
管理办公室认定并推广应用。

７）创新了航空医疗后送模式。 通过工程改造，
将其医疗抢救、检查设备与机舱适配，建立了单机长
途转运大批量伤员模式和多机多队转运批量伤员

模式。
８）建立了救援信息库，研发了灾害救援智能决

策系统。 能在国家地震台网中心发布震情 １５ ｍｉｎ
内，预测死伤人数等信息，生成针对不同类型灾害的
预案，创新了系统管理流程。 目前，灾害医学救援在
一定范围内实现了信息化，但灾害预警信息技术的
研究亟待开展

［６］ 。
4　结语

灾害救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国家各相关部
门之间、军民之间协调合作， 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急救社会化、结构网络化、抢救现代化、知识普及化
必将成为未来中国医学救援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06 　中国工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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