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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空车是常事
每天都会遇到几次”

8 月 15 日 17：40，记者来到合

肥市120急救中心，准备跟随夜班

的“战士”们体验他们紧张的生活。

据悉，一般来说，夜班从当天

18：00至第二天早晨8:00，要坚守

14个小时。

当天22：16，第一个急救任务到

达。北一环庐阳区政府门口有一名

醉酒男子倒地。接到任务，4名急救

人员迅速奔上急救车，发动车辆前

往现场。记者看了下时间，从接到

任务到车辆发动，前后不到1分钟。

8分钟后，急救车到达现场。只

见一名年轻小伙倒在地上不省人

事。孙红雷医生迅速上前，为男子

检查，发现该男子呼吸和心跳正常，

经过简单的提问，发现男子还有意

识。之后，男子被送往医院治疗。

但因男子身上无任何证件，也无法

与家人取得联系，这趟急救任务也

因此收不到任何费用。

22：32，警铃再次响起，北一环

16 所旁的天桥上，又一个男子醉

酒。可是，当急救车到达现场时，

该男子始终不愿去医院，自己默默

离开。

“跑空车是常事，每天都会遇到

几次。”据介绍，遇上三无人员、醉酒

的，还有一些无人照料的老人，一般

是无法收费的。

若晚到2分钟
吐血老人将有生命危险

紧张的两趟诊接完后已是深

夜。8月16日00：20，一阵急促的电

话铃响起：车祸有人受伤！

约6分钟后，急救车到达了事发

现场，一男子倒在地上不停呻吟，腿

部还在流着鲜血。孙红雷对其处理

后，男子被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2：00，调度电话再次响起，阜南

路与六安路交口一小区，一名70多

岁老伯在家中吐血。大概10分钟

后，记者随同急救员来到老伯家。

当时，这名白发苍苍的老伯痛苦地

倒在床上呻吟着，患者的呼吸急促，

四肢似乎也没了知觉。

抢救立即展开，胸外按压，帮助

老人清理口腔，插氧气管……经过

一系列的紧急抢救，老人终于恢复

了些意识，随后被送往医院。

到达医院后，经过医院医生们

的仔细检查和治疗后，老人终于从

死亡线上走了过来。据医生介绍，

如果再晚到2分钟，老人将有生命

危险。

就算不出诊
休息时也要睁着一只眼

将老人送往医院后，已是凌晨

3：00，也是人们最困的时间段。我

们的“生命守护者”们也已筋疲力

尽，回到驻站点后，他们各自侧卧在

床头，睡了过去。参与体验的记者

也是上眼皮不停地打下眼皮，趴在

桌上不知何时进入了梦乡。

叮铃铃……突然，一阵急促的

电话铃响，120指挥中心再次来电，

几名急救员听到响铃后，如触电般

从床上一跃而起。长江路与明光路

交口，一名20多岁的女子在家中上

吐下泻。赶到现场，医生立即为她

打上吊针，送至医院。

6：00，警铃再次响起……

一个夜晚马不停蹄地跑了多

趟。空闲的时间，疲惫的他们就坐

在床头小睡一会。不过记者发现，

从这些出诊时间看，几乎每2个小时

医生们就会出一趟诊。孙红雷说：

“习惯了，就算没有出诊任务，休息

时也要睁着一只眼。”

跑赢死亡，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记者体验120急救医生的生活：深夜，他们也要睁着一只看护生命的眼睛

搬运酒精引火上身
餐馆冲出俩“火人”

星报讯（雷阳 许国松 丁冠楠 记者 张崴

黄洋洋） 昨日上午10时许，合肥市巢湖南

路一餐馆厨房发生火灾，该餐馆老板程先生

和前来送酒精的刘师傅被烧成重伤。据刘师

傅称，两人在搬运酒精时不慎将酒精洒到电

线上引起失火。

昨日中午，记者赶到现场看到，大火已被

扑灭。失火餐馆整个后厨被烧得一片狼藉，

各类厨具灶具散落一地，厨房内很多物品都

被熏成了黑色。在现场，记者看到了一个被

烧得融化变形的酒精桶。餐馆旁边停靠着一

辆用来运送酒精的车辆，车内还有数个规格

一样的酒精桶。

随后，记者来到安医大一附院烧伤科病

房，见到了刘师傅。只见他全身上下已被厚

厚的纱布包裹起来，头发也被剃光。因为疼

痛难忍，刘师傅不停地呻吟着，他的妻子在一

边细心地呵护，为他擦去脸上的虚汗。

见到记者前来，刘师傅说：“当时我和餐

馆的程老板一起将酒精桶搬进厨房，可能在搬

运的过程中酒精洒出来一点，正好洒在了一根

电线上。酒精遇到电瞬间就燃烧起来。接着，

酒精桶内的酒精也被引燃，烧到了我和程老板

的身上。”据介绍，见有人被烧，周围邻居纷纷

接水往失火房间泼去，身上起火的两人在邻居

的指引下从厨房内冲了出来。紧接着，大伙立

即用冷水往他们身上泼。此时，社区的工作人

员闻讯也迅速赶来，他们手持灭火器将两个

“火人”身上的火扑灭。此时，两人已被烧得惨

不忍睹，全身衣服几乎被烧光。

据医生介绍，刘师傅今年27岁，全身烧

伤面积达 40%；餐馆程老板烧伤面积高达

70%，至记者离开医院时，其仍然在重症监护

室接受治疗。

老人坚持自学中医
40年自采草药救人

星报讯（沈佳 夏漫红 记者 李皖婷）

“您来找老陈看病啊？算你找对人了！”93岁

的陈保山老人是合肥市瑶海区车站街道建设

社区的大红人。街坊邻居有个小毛病或者被

割伤、砸伤的都来找他。40多年来，他坚持

自采草药，用来救人。邻居们都尊称他为“陈

师父”。

陈保山出生于1920年，以前是上海铁路

局合肥机务段一名修火车头的工人。“我边在

铁路上工作边学习中医，利用周末时间给人

看病。后来我被调到淮南段工作，开始在那

里学习采药。一直坚持了40多年。”在上世

纪80年代，陈保山就研制出了治疗毒疮、骨

髓炎的秘方。“当时骨髓炎很难治，很多外地

人甚至外省的都慕名前来找我看病。”

现在，已93岁高龄的陈保山仍坚持自己

去采药。在陈保山家的阳台上，记者发现一袋

刚采来的枸杞根。“采回来要先洗干净、晒干、

切成片，最后研磨成粉，才能用来配制药材。”

去年，长丰县下塘集镇李某夫妇多年不

孕，夫妻二人慕名找到陈保山。经诊断，不孕

是由于李某妻子身上毒素太多容易滑胎，陈

保山用他自创的药方为其治疗了两个疗程

后，李某的妻子便怀孕了，之后也没有出现过

流产征兆。孩子顺利出生后，夫妻二人特意

给陈保山送来一面锦旗和三百元钱，陈保山

说什么也不肯要。

“街坊们都说，陈师父你给人看病要是收

钱，现在也不会住这破房子了！”陈保山打趣地

说，“能用自己所学的东西救人，感觉很欣慰！”

和死亡赛跑，“生命通道”却频频受阻

夜间的体验告一段落，18日早晨，记者又来到合

肥市一院急救点，感受急救医生们白天的急救生活。

8：45，调度中心来电，在义井路钢铁新村旁的

公共厕所内，有名老伯昏倒在地。随后，急救人员

张大夫、协救员杨大夫、彭大夫和驾驶员李师傅迅

速出动，记者也赶忙上车。

透过车窗，记者看到，当急救车行至寿春路与蒙

城路交口时，非机动车道上的电动车前后相连，完全

堵住去路。随后，急救车沿着蒙城路一直向北，每到

十字路口，即使警笛鸣响，急救车仍频频受阻。

9：12，琥珀山庄一老人在家中发高烧晕厥。急

救车赶到老人家中，载上老人送往医院。途中，一

辆宝马车横在了马路中央，再次挡住急救车去路。

驾驶员李师傅对此表示非常无奈，“各种车辆

常常不给急救车让道，这是我们最头疼的事！”

马不停蹄“赶场”，4小时未进一滴水

琥珀山庄的这位老人被送往医院后，紧接着急

救任务又来了，是一名准备从省立医院转院的女

子。要送往物流大道的兴华苑小区。途中，急救任

务再次下达，送完女子回家后，急救车马不停蹄又

赶往下一个现场。

18日中午12：00，急救车回到驻站点，4名急救

员本想着终于可以休息会，吃点饭了。谁知，还未

等他们吃上两口，急救电话又响了：马鞍山路一人

晕厥。他们只好放下碗筷，又冲上了急救车……

一个上午马不停蹄地“赶场”，4位工作人员4

个多小时没有喝过一口水。“这是我们工作的常态，

习惯了。”他们这样对记者说。

在合肥这座城市，有一群守护生命的“战士”。当急救警铃响起，他们带上装备冲上急
救车，伴着警笛声奔赴救援现场……每一个白天和夜晚，这样的行动不断地重复。他们飞
速地与时间赛跑，他们竭力地抢救垂危患者，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奇迹，他们便是120
急救中心的医生们。

近日，记者来到合肥市急救中心，跟随120急救医生出车体验急救医生的生活。连续
多小时喝不上一滴水，按时吃饭是种奢望……他们日常工作中的无私奉献逐渐展现在记者
的面前…… 唐俊秋 记者 张崴/文 黄洋洋/图

夜幕中，120急救人员加紧把病人送至医院

急救任务间隙，工作人员小憩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