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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南方急诊医学学术会议在广州召开

打造从人才建设到国际合作的急诊“华南模式”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

者 黄晶 贾薇薇 宋箐）4

月 18~20 日，在这羊城四

月、木棉盛放的美好时节，

迎来了 2025 南方急诊医

学学术会议的召开。

“近年来，急诊医

学事业蓬勃发展，驶入高

质量发展快车道，广东省

急诊领域更是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就。”大会主

席、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

长、急诊学科带头人李欣

教授在开幕致辞中指出，

本次大会以“创新与引领”

为主题，致力于推动临床

实践与科研创新的深度

融合，打造急诊医学发展

的“华南模式”，为我国

急诊诊疗水平的提升注

入新动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友谊医院李春盛教授表

示，自主循环恢复是基础

生命支持成功的第一步。

目前评判自主循环恢复的

“金标准”是基础生命支

持停顿后，用手触摸大动

脉是否搏动或听心音是否

恢复，但人工判断存在明

显缺陷。

李春盛团队从动物实

验到临床多中心随机对照

研究证明，CADFlow 可穿

戴 设 备 在 心 肺 复 苏 术 过

程 中 可 替 代 手 工 触 诊 判

断自主循环恢复，该设备

具备可视化监测功能，使

用方便可靠，既能持续监

测按压深度，又能确保不

中断按压，从而实现高质

量心肺复苏术的目标。

当前我国院外心脏骤

停抢救成功率仅 1% 左右，

亟需通过多维度创新提升

救治水平。李欣教授介绍，

深圳通过立法保障与社会

动员，建立了地区性院前

急救条例，提高群众出手

救人的概率，心脏骤停出

院存活率已达 2.8%。

顺德建立了以体外心

肺复苏为中心的“30 分钟

救援圈”模式，整合区域

医疗资源，实现体外心肺

复苏支持下院外心脏骤停

患者存活率达 25.3%，显著

突破传统救治瓶颈。

心脏骤停的救治成功，

取决于全流程管理中各环节

的精准衔接与正确决策。“在

医务人员到达现场前，调度

员肩负着指导心肺复苏正确

实施的重任。”北京协和医

院急诊科朱华栋教授指出，

相比电话指导，视频指导在

自主循环恢复率、出院生存

率等方面更显优势。

此外，“就近转运”原

则与高水平医院的选择常面

临冲突，朱教授强调：“时

间就是生命，转运务必坚持

就近原则，与此同时，院前

院内的无缝衔接也是关键。”

上 海 中 医 药 大 学 附

属普陀医院潘曙明教授指

出，AI 技术在高强度、高

复杂性的急诊环境中展现

出显著优势。AI 可通过实

时监控患者流量与设备使

用数据，动态调配急诊科

人力与物资，显著提升床

位周转率与救治效率。

然而，AI 在急诊的深

度应用仍面临多重挑战。

数据标准化与隐私保护、

医疗数据的碎片化与伦理

争议、算力不足与算法鲁

棒性等都是当前的热点。

他强调，AI 终归是一种算

法，如何让算法服务于人

是重要的挑战。

“优质数据是理解与

优化医疗系统的基石。没

有可靠数据，我们既无法

评估现状，更难以推动变

革。”加拿大卡尔加里大

学急诊医学专家 Eddy Lang

教授特别呼吁深化合作：

“中国在庞大人口下的医

疗成就令人钦佩，双方在

数据整合、远程医疗等领

域互补性强。”他以白求

恩精神为引，提议建立交

流计划，推动跨国协作，

唯 有 数 据 赋 能 与 全 球 联

动，方能构建更具韧性的

医疗生态。

山 东 大 学 齐 鲁 医 院

陈玉国教授指出，我国急

危重症发病率高，急诊年

接诊达 2.5 亿人次，其中

2000 万为致命性疾病。针

对急诊“量大、病重、异

质性强、死亡早”的特点，

推动急诊“早、快、准”

科学救治，筑牢急诊急救

第一道防线至关重要。

在过去 20 年里，齐鲁

急诊团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

性进展：发起国内首个大型

胸痛和心脏骤停流行病学调

查，创立了醛损伤“醛风暴

理论”，构建了急诊急救新

技术体系，自主研发了系列

急诊急救医疗装备，建立了

首个胸痛中心并大力推广大

急诊急救体系，助推我国现

代急诊医学迈向新台阶。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

院第四医学中心姚咏明教授

提出了急危重症医学领域的

发展策略与政策建议：一是

设立重大项目、重点专项，

推动急危重症学科发展；二

是适当扶持薄弱学科，如中

毒、中暑、慢性危重病；三

是通过前沿方向重大科研项

目的实施，持续稳定支持若

干创新团队，在相关研究领

域形成数个国际上有影响力

和竞争力的研究中心；四是

加强青年人才培养力度和突

破传统政策限制，建议创立

全日制博 / 硕士研究生专项

支持机制，为实现国家科技

创新战略提供强大的人才支

撑；五是开展高水平实质性

国际合作与交流，深度参与

或主导国际重大研究计划和

临床多中心试验，显著提升

我国急重症医学科研产出的

全球贡献率。

欧洲急诊医学会主席

Robert Leach 教授指出，急

诊医学的实践范畴广泛，既

包含院内和院外的分流、复

苏、初步评估，也涉及远程

医疗以及对急诊患者的管理，

直至出院或转至另一名医疗

保健专业人员进行护理。

Robert Leach 教 授 特

别强调，明确定义急诊医

学至关重要，其定义既要

全面覆盖急诊领域的所有

内容，又要具备实际应用

的可操作性。

共识指南与 AI 模型部署发布共识指南与 AI 模型部署发布
中外急诊学会纪念品赠送仪式（左起：朱华栋教授、Abdelouahab 中外急诊学会纪念品赠送仪式（左起：朱华栋教授、Abdelouahab 

Bellou 教授、Robert Leach 教授、李欣教授）Bellou 教授、Robert Leach 教授、李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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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医

师报》急诊医学专栏

设立采访间，对来自

中国、欧美等国的 13

位急诊领域专家进行

深度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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