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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高于一切

亲爱的青少年读者，在你正式翻开这本书之前，请你仔细回

忆一下，你有过运动时骨折、扭伤或出血的经历吗？独自在家时，

你的父母是不是总是提醒你要检查煤气灶是否关好？在户外，你

和你的伙伴有过被毒蛇或其他动物咬伤的经历吗？你从哪些渠道

了解过地震、火灾的常识……所有这些，都在提示我们，大多数的

时候，我们生活的河流里风平浪静、风景如画，但有时也会意外地

遇到暗礁、荆棘，甚至风暴，让我们措手不及，甚至夺去我们宝贵

的生命。

实际上，全国每年约有 1.6 万名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平均

每天约有 40多名学生死于食物中毒、溺水、交通等安全事故，意

外伤害已经成为青少年健康的第一“杀手”。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将青少年学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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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列为教育的首要目标，意外伤害的急救培训在欧美、日韩等国

家已经成为青少年教育的重要内容。以日本为例，日本是亚洲急

救知识普及率最高的国家，因为日本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其地

震应急教育尤其成功。在日本，一般学龄前儿童就已接受过 3小

时的地震安全逃生教育，这 3个小时往往使他们受益终身。怀着

强烈的危机意识，他们不仅对青少年经常进行安全防灾自救知识

的教育，甚至设有专门的地震、火灾等模拟实验室，让他们身处其

中，进行逼真的演练，从而大大提高了青少年儿童的安全防灾自

救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伤亡和损失。 1923年 9 月 1日,日本

关东大地震发生,从 1960年开始每年的 9 月 1日设为日本的防

灾日,这天消防队、小学、公司、社区都要搞联合防灾演习。平时日

本的大部分家庭都备有避难用的背包，内装有 3天的水和食品,其

中水和食品的保质期比较长,还有收音机、电池和手电筒等工具。

这种防患于未然的危机意识的确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实际上，除了地震、洪水这样的自然灾害，我们更多的要面对

的是日常生活之中的意外事件。扭伤、溺水、触电、食物中毒、交通

意外……这些都是可以危及我们生命的更大的元凶。而这些平常

我们只是在书本上看到的词语，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也许就在

下一秒，它们就毫无征兆地突然降临在我们身边。据统计，全世界

每年约有 350 万人死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意外事故，而因为意外

事故受伤需要治疗的人数约为上述人数的 100倍—500倍，其中

约有 200 万名受害者因各种原因留下了永久性的残疾。也许只有

在这样的数字面前，我们才会意识到，居安思危是多么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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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意外伤害发生后，都必须立即进行现场急救。现场急救

包括当事人的自救、目击者的互救和医务人员对伤病员施行的专

业救治。大量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赶到现场之

前，当事人的自救、目击者的互救对减轻疼痛、减少伤残率和死亡

率有很大的作用。专家指出，遇到意外伤害时，自救或救人过程中

最宝贵的就是事发最初的 4分钟时间，人们把它称为“黄金 4分

钟”，不能有效抓住它，许多鲜活的生命就有可能错过了救治的最

佳时机，造成终生遗憾。而当事人和目击者往往能够抢得这宝贵

的 4分钟的先机，因此，能救我们的，往往是我们自己；能够救我

们的亲人与朋友的，也往往只有我们自己。

那么，在专业救援队伍到来之前，我们又该如何自救与救人

呢？

在救护现场，面对呼吸心跳骤停、双目紧闭、奄奄一息的路

人、朋友或亲人，没有急救基本常识和技能的人只能是一筹莫展、

束手无策。更危险的是，因为错误的急救方法而急救失当，有时还

会弄巧成拙，恶化整个事件。可见，在意外伤应急这个问题上，没

有科学依据的“舍己”，不但不能“救人”，还会“误人”。

2013年 7月，《南方日报》再次报道了“每年暑假总是全国各

地学生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溺水后身边人不懂水性或不懂正确施

救方法，盲目施救，最终和溺水者一起溺亡”的现象，提醒人们面

对突发意外伤害时，不能光凭一时热情，掌握正确的急救方法才

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亲爱的青少年读者，生命高于一切，因为生命属于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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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只有一次。生活中处处都是学问，面对意外伤害的时候更需要

我们急中生智的智慧。

在这本书里，你会读到急救专家告诉你的快速应对各种危险

的最简明、最有效的方法。这些技巧与方法，并不是你们每天都能

用上，但都能在最关键的时候派上用场，令你们终身受益。

希望这本小书所告诉你的，能帮助你解决救护车到来之前的

所有难题，帮助你勇敢地化险为夷，成为生命的强者与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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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打求救电话

一、120 医疗急救求助电话

120是全中国统一使用的医疗急救求助电话，在中国大陆所

有的城市和地区，只要拨通 120就能够得到相应的医疗救助。

120 急救中心是专门从事现场急救的一个医疗机构，储备大

量的具有实战经验的急救人才。实施救护的医务人员被人们称为

“救命师”。

二、怎样拨打 120 医疗急救求助电话

1.当你生病或身边有受伤、生病的人需要医疗急救时，首先拨

打 120 急救电话。

2.当你听到“这里是 120医疗急救电话”的中英文提示语音

后，表示 120 急救电话已接通。

3.当医务人员说“您好，请讲”时，你应迅速说明以下内容：

7



（1）你的电话号码与姓名。

（2）病人或伤员的姓名、性别、年龄。

（3）病人现在所在的确切地址，如果你不清楚自己处在什么

地方或位置，不要慌乱，看看周围是否有特征性的建筑标示、房

屋、商店、道路或景色等，并且尽量描述具体。

（4）病人现在主要的症状如头痛、心慌、呼吸困难或是胸部受

伤、骨折等，如果是意外伤害，要说明是什么性质的灾难事故，如

车祸、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等，严重程度、伤病员人数及

有无死亡等。

（5）如果知道病人以前的病史，如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肝

硬化等，应告诉医生有关情况，以利于医生诊断和带相应的急救

设备。

（6）尽可能说明你的特殊需要。

切记：拨打 120求救电话，一定要等对方先挂断电话，以确保
对方已完整了解他们需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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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尽量详细告诉接车地点并描述接车地点有什么特征，如标

志性大楼、某醒目的门牌下等。

（8）了解急救车到达的大致时间，准备接车。最好有人在入囗

处等候，便于救护车尽快找到病人。

（9）在通话中，注意不要先放下电话，要等对方（120或医院

急救值班人员）挂断电话后，然后再挂断自己的电话。

三、打完电话，等待救援时的注意事项

救助电话打完，等待救援时应做到：

1.派人在接车处等候迎接救护车，引导救护车至现场。

2.持续实施现场救护，特别是现场徒手心肺复苏，决不可放

弃，直至专业急救人员到现场。

3.观察病人情况，如心跳、呼吸、体温、外伤者出血情况等，并

对出血伤员做简单的包扎止血等处理。

4.冬天时为病人做好保暖，避免病人受凉。

5.做好病人心理护理，安慰病人，激发病人的求生欲望，鼓励

病人以顽强的毅力战胜疾病。

6.积极做好转运前的准备，如为病人准备好住院的衣物及生

活用品。

120医疗急救求助电话免收电话费，投币、磁卡
等公用电话均可以直接拨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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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牢记几个重要的求救电话

1.医疗急救求助电话：120

2.报警电话：110

3.交通事故报警电话：122

4.火警报警电话：119

5.高速公路报警电话：12122

6.电力部门事故应急抢修电话：95598

7.号码百事通电话：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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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者手边没有电话、手机等通信工具时如何求助？

1.大声喊叫

受伤者可以大声呼救，但呼救时要注意方法，保存体力，当听

到远方或附近有声响，如脚步声、开车声、咳嗽声等，应大声急呼：

来人啦!救命!救命!

2.弄出声响

受伤者可以利用身边的石头、树枝、口袋里的钥匙或随身带

的物品等相互敲打弄出声音，声音越大越好。

3.用发光体求救

在夜晚，受伤者如果随身带了手电筒、莹光棒等能发光的东

西，可以利用光源求救。

没电话如何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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