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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徐军 报道
本报1月9日讯 连日来，全国多

个地方的天气不稳定，冬季忽冷忽热
的天气使流感病毒进入活跃期，H7N9
流感病毒也逐渐活跃起来，引起了广
泛的关注。1月9日，记者从市疾控中
心了解到，目前青岛并未发现H7N9
流感情况。同日，省卫计委发布去年12
月份传染病疫情的通报，提醒在春节
前活禽交易频繁和人口流动大，公众
应提高关注并加以预防。
“青岛肯定没有，现在是安全的。”
1月9日，记者咨询了市疾控中心相关
负责人时，该负责人表示。9日，山东省
卫生计生委发布《山东省2016年12月
法定报告传染病疫情通报》，通报中提
醒，“随着春节临近，活禽贩运频繁、交
易增多，同时，大量务工人员返乡，我
省发生H7N9流感病例风险加大，应
引起公众高度关注。 ”
据介绍，H7N9流感一年四季均有

病例报告，但以冬春季居多，以偶发和
散发病例为主。H7N9病毒可通过呼吸
道和消化道进入人体传染给人，人类直
接接触受H7N9病毒感染的家禽及其
粪便、羽毛、呼吸道分泌物、血液等污染
物，或直接接触H7N9病毒都可能被感
染。感染者一般表现为流感样症状，如
发热、咳嗽、少痰，可伴有头痛、肌肉酸
痛、腹泻等全身症状。重症患者病情发
展迅速，多在发病3至7天出现重症肺
炎，体温大多持续在39℃以上，出现呼
吸困难，可伴有咯血痰，常快速进展为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感染性
休克，甚至多器官功能障碍并死亡。
根据H7N9流感的流行特点和风

险，在预防该病的角度上，省卫计委提
醒，公众需要加强个人卫生，在厨房中
要将生熟分开，任何肉、蛋食物均应彻
底煮熟食用，牢记不吃生的或半熟的鸡
肉、鹅肉、鸭肉等各类肉食，特别是注意
不要吃半生不熟的鸡蛋；要尽可能减少

与禽类不必要的接触，尤其是与病、死
禽的接触，不要喂饲野鸽或其他雀鸟，
不要近距离与观赏鸟类直接接触，尽量
少去活禽市场与活禽养殖场，尽量在正
规的销售场所购买经过检疫的禽类产
品，接触过禽鸟或禽鸟粪便后，要注意
用消毒液和清水彻底清洁双手。对于从
事家禽养殖、运输、销售、宰杀等的职业
人群在接触禽类时要做好个人防护（戴
手套、口罩、穿工作服等），接触后注意
用消毒液和洗手液彻底清洁双手。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H7N9

流感病症与普通流行性感冒病症相
似，如发烧、头痛、咳嗽及喉咙痛等，在
某些情况下，会引起并发症，导致患者
死亡。因此，一旦出现发热、头痛、鼻
塞、咳嗽、全身不适等呼吸道症状时，
应戴上口罩，尽快到医院就诊，并务必
告诉医生发病前是否到过禽流感疫
区，是否与禽类有过接触等情况，并在
医生指导下治疗和用药。

国家卫计委：
我国已进入
H7N9疫情高发季

1月9日，记者从国家卫计委获悉，进
入2016年 12月，我国部分地区H7N9疫情
呈现上升态势。专家提醒，生禽、畜肉和鸡
蛋等一定要烧熟煮透，加工处理生禽肉和
蛋类后要彻底洗手。
国家卫计委发布消息称，中国疾控中

心风险评估认为，目前，我国已进入H7N9
疫情高发季节，疫情总体特点未发生改变。
最近一段时间，我国内地H7N9疫情仍呈散
发态势，不排除在南方部分地区，病例持续
出现等情况。2016年12月底，国家卫计委
会同农业等部门，派出工作督导组，对重点
防控省份进行督查。
冬春季也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的季节，
随着春节的来临，人流、物流的集散，将增加
呼吸道疾病传播感染的机会。据《新京报》

青岛未发现H7N9流感情况
省卫计委：春节前活禽交易频繁、人口流动大，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交通事故急救有了“空中120”
包括青岛在内全省共设6个基地，今年4月1日开始试运行

急救直升
机。九九九空中
救护服务项目供
图

□半岛记者 徐军

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紧急通道被
占用，伤员出不来、救护车进不去怎么
办？此时如果有一架呼啸而来的急救直
升机，将伤者转运至附近医院，则在紧急
时刻能为伤者“保命”。这一幕在电影中
才会出现的画面，在青岛的实际救援中
也将可以看到。1月9日，九九九空中救
护服务项目举行新闻发布会，该服务项
目将与青岛市急救中心、青岛市交警大
队和市立医院、市第三人民医院等单位
合作，在交通事故发生时，对伤者开展直
升机急救服务，计划今年4月1日起开
始试运行。

120急救中心统一指挥调度

“在一些交通事故发生时，尤其是高
速公路上出现交通事故时，容易导致应
急车道堵塞，再加上路途较远地面急救
车辆开展救援受限，而空中急救力量又
缺乏，伤者难以及时运送。”九九九空中
救护服务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国的
直升机空中救护发展还处于刚刚起步阶
段，然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建立
了完善的直升机救援网络，大大降低了
伤病患的死亡率和伤亡率。“近年来，直
升机空中救护的发展已经引起国家的重
视，不断出台推进直升机空中救护发展
的政策，其中国务院 2016年 5月印发
《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明确将应急救援、医疗救护定义为
公益服务。”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在山东省

内，九九九空中救护服务项目共设置了
6个空中救援基地，分别位于济南、青
岛、潍坊、烟台、临沂、济宁，基地间隔距
离在100至200公里，每个基地配备一
架医疗救护专用直升机，其中潍坊中心
基地还另外配置1架备用机，6个基地服
务范围覆盖了全省。所有直升机上配置
除颤仪、呼吸机、吸引器、输液泵等急救
医疗设备和担架。在工作人员配置上，除
两名驾驶人员外，每架直升机上配有一

名急救医师和一名护士，“犹如一架空中
的‘重症监护室’”。据介绍，设置在不同
地区的急救直升机，由当地120急救中
心来统一调度，并与地面急救车辆进行
配合，开展“立体救援”。

30至60分钟到达现场

据了解，急救直升机具体的工作流
程是，在出现有伤亡情况的重大交通事
故时，首先到达事故现场的交警或其他
现场人员在拨打120急救电话后，由急
救中心判断伤者情况和交通情况，并征
得伤者或家属意见，决定是否需要空中
直升机的急救。“如果决定采用直升机救
援，120急救中心会把情况转到最近的
空中救援基地。接到救助报警电话后，只
要达到适航条件，急救直升机将在30至
60分钟的黄金救援时间内到达事故现
场，飞行过程中随机医护人员可以对病
患进行实时监控并进行必要的救护，并
转运到最近的可供直升机降落的医院。”
该项目负责人介绍。

记者了解到，在交通事故道路上，只
要有50米内的空地即可降落急救直升
机。而目前全省可以提供直升机降落的
大型医院有20家左右，在青岛，目前该
项目合作的医院仅有市立医院和市第三
人民医院。据介绍，目前全省可供停放急
救直升机的起降点有600多个，直升机
降落后可以再由救护车转运，相互配合
节省时间。
记者获悉，在青岛，最早建成直升机

降落点的是市立医院西院。此外，青大附
院黄岛院区、青岛市急救中心也可以停
降直升机。

今年4月1日开始试运行

记者采访获悉，目前该项目正在筹
备与开展直升机空中救护的各项工作，
计划在今年4月1日开始提供救护服务
试运行，今年9月9日，6个基地将面向
全省正式提供常态化值班救护服务。
相对于地面急救车辆，急救直升机

在救援时能够在速度上取得优势，为伤

者争取抢救生命的时间，但是安全和价
格的问题是人们普遍担心的。那么急救
直升机是怎样保证安全性的呢？据介绍，
急救直升机的飞行员飞行时间需在
2000小时以上，副驾驶员的飞行时间要
超过1500小时，在接到急救电话后，必
须达到民航局所规定的适航条件后才可
以飞行，而且服务时间仅限于白天。
而关于空中救护的费用，记者了解

到，直升机救护费用高达每小时3 . 5万
元，与之相比，目前青岛市急救中心急救
车辆的收费标准是，青岛市范围内5公
里内收费30元，超过5公里的按每公里
6元计算。”为了使直升机空中救护发挥
其作用，并能进入寻常人家，该项目采用
的是车主购买保险和加入会员两种方
式。记者从项目方出示的一份目录表上
看到，其中可供选择的方案很多，而价格
最低的保险为每年399元，但购买该保
险的一年内，仅限本人能有1次选择直
升机救援的机会。另外，记者了解到，目
前该项目主要应用于交通事故中的急
救，对于疾病的急救，限于纳入保险的
37种病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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