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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regional medical imaging department and establish a 
green channel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mage 
inspection in emergency rescue. Methods: Tak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ur image and imaging 
department as an example,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the multi-angle coordination and coordi-
n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maging in emergency rescue. Results: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hospital medical imaging department multi-faceted, multi-channel, multi-angle coor-
dination and coordin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mage processing in emergency 
rescue. Conclusion: There are many deficiencies of China’s emergency medical rescue image de-
velopment; reasonable arrangements and deployment of emergency rescue in all aspects of video 
inspection can be effective and quickly complete the corresponding checks to improve the effi-
ciency of the resc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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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某一地区性医学影像科特点，结合实际情况建立绿色通道，以提高应急救援中影像检查的效

率。方法：以我院影像影像科特点为例在同等条件下以汶川地震华西医院影像科室接诊量对比存在的问

题，提出相应的措施。结果：科学合理医院医学影像科多方位、多途径、多角度配合及协调可有效提高

应急救援中影像检查的效率。结论：我国应急医学救援影像发展还存在多方面的不足，合理安排及调配

应急救援中影像检查的各个环节可有效、快速完成相应检查，提高救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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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

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1]。面对突发公共事件，高效科学医学救援对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

民生命安全具有重大意义[2]。而影像检查的速度是快速分流伤员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建立高效的绿色

通道可有效提高急救效果。 
有文献报道现在战争以精准、高科技为主[3]。海湾战争中，伤亡最大的不是一线战斗员而是后勤人

员[4]，医院、通信、交通、运输为重点打击目标，如何建立重大灾害来临时有效的医学影像保障，还外

科手术医生相应的影像检查显得非常重要。 
现有情况存在问题：以汶川地震中医学影像面临的问题是当重大灾害发生时短时间破坏力强，人群

伤害大，波及范围广，检查量大。黄子星[5]等对汶川地震医疗救援 3 周四川华西医院放射急诊数据统计

资料显示震后 1 周、震后 2 周、震后 3 周 X 线及 CT 在接诊量分别为 5429、2520、1348 人次及 2300、
997、710 人次，承担着主要的急诊检查任务。 

以我院及汶川地震后华西医院医学影像科人员、设备及分撒度、接诊情况分析如下： 
我院正规床位编织 1500 张，拥有 6 台 DR，一台移动 DR，一台西门子双源 CT，一台西门子 2 排螺

旋 CT，两台核磁，21 套医师诊断工作站，10 套技师工作站，数据存贮容量为辉瑞公司 PACS。医技团

队 54 名：医师 21 名，技师 17 名，护士 4 名，工程师 1 名(分属医工科负责我科设备维修)，辅助工作人

员 4 名，轮转、进修及学习人员 15 人。科室布局为放射科及核磁位于外科楼 1 楼，分占直径约 100 米。

超声及 CT 位于 2 楼，分占直径约 100 米，距急诊科直径约 200 米。在正常的情况下 CR 平均接诊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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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人次，CT 日平均接诊量约 120 人次，其中 CT 增强平均每天约 40 人次，核磁日平均接诊量约 90 人

次。 
若以汶川地震类似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灾后 1 周、灾后 2 周、灾后 3 周 X 线及 CT 室工作量分别是

我院日常工作量的 27.1、12.6、6.7 倍及 19.1、8.3、5.9 倍。以我院 CT 室为例我室一台西门子双源 CT，
一台西门子 2 排螺旋 CT，双源 CT (Dual Source Definition)内存约 300 人次(因西门子内存空间小)，当类

似汶川地震的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灾后第一周 CT 接诊量 2300 人次，安一周 7 天(特殊时期)接诊这就意

味着每日接待量 328 人次，且灾后高峰期伤员检查应尽可能早，在正常接诊 120 人次情况下再接诊 328
位伤员这就意味着不到 1 天 CT 将面临内存空间不足看着需要检查的伤员无法继续检查的尴尬局面，凸

显设备力量明显不足。 
如何建立高效的绿色通道有效提高检查的速度这是我们思考的问题。 
1) 灾害突发影像科早期快速反应 
以放射科为例，在科主任的领导下成立了科室应急管理小组，实施与医院同步的双轨制模式(即包括

灾害条件下伤病员接诊及常规条件下病员接诊)。迅速布置相关应急措施及工作流程，同时联系并组织医

院基建运行部对医院放射科建筑进行安全评估，放射科工程师确认科室检查设备可以正常运行。根据灾

害种类、科室实际能够运行设备、现有实际在岗医务人员重新分配。建立专人、专职制度，确立基本岗

位人员及流动岗位人员位置及职责。建立伤员检查绿色通道，安排主管人员负责监控工作流程的每一个

环节，确保每一个环节处于正常运行状态。胡颖廉[6]指出科学决策是评价应急组织体系重要环节，在灾

害突发是早期准确决策非常有利于后期救治快速反应。 
2) 建立明显灾害伤员标识，建立灾害伤员绿色通道，建立全院大急诊制度，加快分诊速度。 
由于突发公共事件存在伤情较为复杂、创伤强度大、伤员数量众多特点[7]，因此建立伤员明显标识

区别于普通就诊患者，就灾害导致的伤员明显标识有利于针对灾害伤员特点做相应分诊。黄子星等[8]指
出建立伤员明显标识，优先危重伤员，在大批量伤员来临时减少常规门诊不急需检查患者。及时与影像

科保持密切联系，根据伤员病情、数量及时预约检查时间，根据检查部位、扫描范围计算现有伤员检查

时间长短，合理安排检查等待及检查病员，减少伤员检查过道排队等。 
建立全院大急诊，即每一个科室都变成开放的急诊科，接受相应科室疾病的救治，加快首诊流程。

对地震医疗救援 3 周放射急诊数据 X 线与 CT 在灾难急诊救援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重大突发公共事

件短时间破坏力强，人群伤害大，波及范围广，即使后方医院也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3) 配备合理医务队伍，各岗各职，相互协同，各司其职。 
根据检查部位及扫描所检查部位应用时间预约伤员，合理预约安排检查时间，减少伤员在影像检查

室的等待时间。从伤员进入影像科检查开始，有专职人员判断病情负责接诊、分流。安排有经验的医务

人员判断伤情，根据伤情的严重性及受伤类型进行分诊，急危重的病人优先检查。进入检查室后可组织

志愿者在医生的指导下搬运伤员，建立志愿者疏导机制，加快检查速度。快速摆位，建立增强静脉通道。

安排有经验的技师进行扫描。各岗位相互协同，各司其职，且全过程中密切观察伤员病情，减少意外发

生。有学者指出合理的配备医疗救援人员是卫勤保障顺利完成的基础。 
4) 提高诊断效率，安排不同级别诊断医师坚守岗位，分级诊疗，减少误诊及漏诊。 
当伤员检查完毕，根据快速检查结果，安排专职人员护送相应科室；安排副主任医师以上医师快速

预诊，将检查初步结果以口头形式汇报于相关科室进行进一步分诊，并记录相应报告结果，由初中级医

师快速将报告以文字形式编辑打印，并交由上级医师进一步审核。且诊断医师分组进行，加快影像诊断

效率。通常 X 线及 CT 检查速度快，检查结束后处理数据多，诊断信息量大，这要求我们必须安排有经

验的影像医师来完成诊断以减少误诊及漏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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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合理安排应急指挥系统，及时与各科室协调沟通并及时上报伤员伤情。 
当突发公事件来临时，应急指挥系统信息化程度往往受到严重的考验，以往很健全的通讯手段由于

突发公共事件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坏，或者由于事件本身带给人们惶恐导致公共通信设施基本瘫痪，

救援指挥部及各级应急指挥中心无法实时了解救援现场情况，不利于救援指挥的科学决策。 
在医学影像科设置相应的应急指挥人员及设备显得非常有必要，及时联系上级并如实反映医学影像

科检查救援现场真实情况，可根据各医院之间接诊能力，合理有效的安排各医院的检查伤员量。黄子星

等指出地震伤员不断增多，震区的放射医师数量较少，放射检查工作量大，且多发伤、复杂伤较多，使

得震区放射诊断陷入困境，无法有效地帮助震区医疗救援工作。另外胡卫建等学者指出配备卫勤指挥车

内安装有远程医疗系统，但是受限于灾难环境、技术条件和使用成本的影响，发挥的作用较小[9]。而 2008
年 5 月 18 日开通与绵竹灾区的远程影像传输与诊断系统。科室安排高年资医师担任会诊医师，24 h 轮流

值守远程会诊疑难病例，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会诊医师并不只是会诊疑难病例，也通过网络系统影像直接

诊断现场大量伤员，其目的在于加快震区医疗队的放射诊断速度，为伤员的诊治赢得时间，这个经验值

得借鉴学习并推广使用。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可视系统平台及远程医疗会诊系统，医院及远程会诊平台有效联通，可实

现实时情况传输，保证信息间能够互相处理，实现信息实时更新和共享。在人影像人员匮乏是可通过此系

统解决影像诊断及对灾害伤员疑难病例的远程会诊，加上影像诊断效率；在通讯及指挥系统无法有效联通

时，可通过借调其他无伤员医院的影像科医师协助诊断，可有效提高伤员影像检查的检查效率。提高灾害

监测、灾情速报与灾害管理能力，以便在灾害发生时能够迅速提供准确、专业的灾情信息，保障救援队伍

开展科学、高效、安全的生命救援。保证信息流在装备间能够互相处理，实现信息实时更新和共享。 
6) 配备相应影像应急救援装备，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影像装备质量 
应急救援影像装备各单位、各地区不均衡，然而灾害随处存在，合理配备相应影像装备可优化救援

效果及质量。现有装备中大部分超声、移动 CR、移动 X 线战车及移动 CT 为主。黄亚杰指出从国际总体

形势上看，应急救援装备发展方向势必朝着多样化、全面化、自动化、先进化、高效能、高科技等方向

发展[10]。并指出受经济基础与技术水平的制约，应急救援装备全自主研发的过程漫长而艰难，采用借鉴

发达国家已有的成熟技术经验和优势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展创新研发工作，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同时

也是势在必行的，它能有效、快速提高应急救援影像装备质量，促进我国应急救援影像的发展。  

2. 结语 

目前，我国应急医学救援影像发展还存在多方面的不足，对我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救援能力和效

率提出挑战。如果在灾害突发影像科早期快速反应，建立灾害伤员绿色通道，建立全院大急诊制度，加

快分诊速度、配备合理医务队伍、分级诊疗、协调沟通并及时上报、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影像装备质量等

多个方面进行改进性研究，将有效提升应急救援影像检查的时效性和有效性，增强影像救援的能力。本

文仅就建立高效的绿色通道有效提高应急救援中影像检查的效率方面提出相应的倡导，而医学影像救援

还涉及诸多方面，则有待于我们共同探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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