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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才知道按压假人和
真人是有区别的。”2月5日复工
第一天，卜佳青无意中和同事聊
起自己救人的经历。谁知，说者
无意听者有心，同事悄悄将他的
事迹写了下来，很快，静安区红十
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官微接连刊
登了他的事迹。

尽管早在2016年就成为应急
救护员，又于去年获得了师资资
格，但真的实战救人，对卜佳青来
说，这样的人生体验还是第一次。

除夕下午，和卜佳青同为社
区志愿者的邻居丁叔叔看到他的
车停在小区，便寻求帮助，希望他
能送自己去医院就诊。大家是同
一栋楼的邻居，卜佳青欣然答应，
小心翼翼将丁叔叔从四楼搀扶到
楼下。坐上车后，对方叮嘱了一
句，“兄弟，我冷，你把空调打热一
点”。卜佳青当即有点犯嘀咕，因
为当天气温并不冷。

车刚发动起来，往前开了50
米，卜佳青听到了一记很响的打呼
声，受过专业训练的他直觉不好，
回头一看，邻居已经昏厥过去。

卜佳青见状当机立断拨打
120，电话那头客服远程教他如
何做心肺复苏。他和丁叔叔的老
伴沈阿姨将其抬下车时，发现对
方已经没有了呼吸。

卜佳青根据之前接受培训
时学到的步骤，将邻居的衣服拉
开，按压胸部两乳连线中点。“第
一次压真人，坦白地说我当时心

里很慌。实操和演练完全不
用。邻居心搏骤停，血液循环中
止，4~6 分钟是黄金抢救时间。
按压的频次要达到100~120次/
分钟，深度为 5~6cm。每按一
下，都能听到肋骨受到按压后的
响声。如果按不到深度，就达不
到效果。救人后的第二第三天
我浑身酸痛。”

所幸，小区距离救护中心不
远，很快救护车就到场，搬出了
AED。待被急救到医院后，丁叔叔
苏醒了过来，医生马上实施了手
术。这两天，丁叔叔已经转危为
安回到家中休养。

心怀感激的丁叔叔昨日给卜
佳青送去了感谢信。回想当时的
情况，丁叔叔感到后怕之余又感
到万幸。“其实前一天晚上我心脏
就有点不舒服，想着睡一觉就好
了。当天回家烧菜后，我感到头
晕心闷，到床上坐一会儿休息，后
来越来越不舒服，便打电话喊老
婆回来送我就诊。要不是当时喊
了小卜帮忙，他又受过专业训练，
后果不堪设想。本来想做面锦旗
给小卜，但他婉拒了。”

一旁的老伴沈阿姨也感激不
已，她透露说，因为自己心脏动过
手术，所以也知道胸部按压是有
用的，但自己力气不够，不知如何
用巧劲。只能配合小卜给老伴做
人工呼吸。“这件事之后没准以后
我也会去学一下相关急救知识。
于人于己都有利。”

生死时速！车刚开出50米，人已经昏迷不醒

他用专业技能为邻居搏得生机
昨天，上海青艾健康促进中心总干事卜佳青收到了来自邻居丁叔叔一封手写的感谢信。
1月28日除夕下午，卜佳青接送身体不适的邻居去医院途中，发现患者无意识，心搏骤停，

昏迷不醒。去年卜佳青参加了上海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培训8万名持证应急救护员”的专项师资培训。
今年，他就学以致用，通过专业技能为邻居赢得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您好！那个惊心动魄的下
午，我因突发心梗导致心搏骤
停、意识全无，是您用专业和果
敢为我抢回生命的希望。您第
一时间拨打120，并以红十字救
护员的专业素养争分夺秒实施
心肺复苏，直至救护车抵达。正
是您教科书般的胸外按压，为我
赢得了黄金4分钟的生机，让后
续抢救得以成功。这份恩情，重
于千钧。作为上海市红十字会
志愿者，您用行动诠释了‘人道、
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您
不仅是社区里的急救先锋，更是
用善举托起生命方舟的摆渡
人。您的专业与担当，让我深刻
感受到志愿服务的伟大力量，也
让我对‘邻里守望’有了更崇高
的理解。在此，感谢您！”

丁叔叔的感谢信

心搏骤停一旦发生，如得

不到及时的抢救复苏，4～6 分

钟后会造成患者脑和其他人

体重要器官组织的不可逆的

损害，因此心搏骤停后的心肺

复苏必须在现场立即进行，为

进一步抢救直至挽回心搏骤

停伤病员的生命而赢得最宝

贵的时间。

“车上不是平坦坚硬的，卜

佳青和家属将人搬到地面的动

作是非常正确的，之后他及时

确认现场环境安全进行了心肺

复苏。”静安区红十字会专职

干部盛浩鑫表示，卜佳青在最

重要的黄金救命时间（心搏骤

停后的 4~6 分钟），采取了及

时、准确、有效的院前急救，为

挽救患者的生命赢得了宝贵的

时间。通过持续 6 分钟的胸外

按压和人工呼吸后，患者恢复

自主呼吸和心跳，此时 120 医

护人员抵达现场，开展后续的

救治。

盛浩鑫表示，目前，16周岁

以上人群都可参与持证应急救

护员培训。

经此实战，回想个中细节，卜
佳青表示，国内AED和心肺复苏
知识的普及还是不够高。

“丁叔叔前一天就胸闷，甚至
眼前发黑。这些症状提醒我们，碰
到不舒服千万不要硬扛。如果提前
一天便就诊拍心电图的话，肯定能
看出是心梗前兆。”卜佳青复盘道。

虽说第一次面对生死较量时
有点紧张，但卜佳青表示，即便当
时碰到的不是相熟的邻居，而是
陌生人，自己也会施以援手。可
能有人在救人时有顾虑，但其实
上海的《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
例》于2016年11月就生效了，鼓
励和倡导普通市民参与紧急现场
救护活动，并强调紧急现场救护
行为受法律保护，对患者造成损
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他还透露说，去年年初上海市
政府将“培训8万名持证应急救护
员”列入了2024年为民办实事项
目。“学一点急救知识是必要的。
持证后，就能采取更科学的方法救
人。比如看到有人不省人事，先要
拍一下患者，看对方是否有反应，
判断对方是否有呼吸。”

作为静安区红十字会常务理
事，卜佳青积极热心地投身于公

益事业，曾获全国最美志愿者、上
海市杰出志愿者、上海市青年五
四奖章个人标兵等荣誉称号，他
的身影活跃在曹家渡街道的各个
社区、学校的应急救护普及以及
其他志愿活动中。

早在2016年，他的团队就承
接了静安区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员
初级培训项目。“第一批报名名额
是被秒杀的，报名者以白领和大
学生居多。近年来，时常有心搏
骤停，有人挺身而出的新闻见诸
报端，越来越多白领志愿者报
班。”卜佳青表示，即便是培训学
员的老师，碰到救人的几率也是
少之又少。这种技能学得快忘得
快，需要温故而知新。救护员培
训需要2~3年复训一次。

让卜佳青感到欣慰的是，越来
越多的街镇也开始重视急救。比
如曹家渡街道为了提升全民救护
意识，深入社区探索红十字工作创
新模式。近年来开展了以急救“黄
金4分钟”为理念的曹家渡G4健康
安全网络体系建设，组建志愿者队
伍，将急救知识和理念融入社区自
治中。“所谓G4，就是在曹家渡社
区，每走15分钟路程，就能找到一
个会心肺复苏的志愿者。”

心搏骤停后，4~6分钟内为黄金救命时间

生死时速，第一次遇上真人按压

持证后，就能采取更科学的方法救人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卜佳青救人画面监控。

卜佳青救人感谢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