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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0 年公布統計資料顯示，89 年至 99 年「心臟疾病」每十

萬人口死亡數從 47.6 人飆升 67.7 人(如圖 1) ，11 年間成長了 20.14 人；自 96

年「心臟疾病」微幅超越「腦血管疾病」後，即高居國人 10 大死亡原因第 2名

至今(如圖 2)。 

心臟疾病中以「急性心肌梗塞」的猝死率最高，心肌梗塞是冠狀動脈急性

血管阻塞所致，冠狀動脈阻塞後，部分心肌的血液循環突然全部中斷，心肌因

無法得到足夠氧氣而導致損傷，造成心臟功能受損，甚至心臟衰竭，死亡率高

達 30~40%；儘快打通阻塞的冠狀動脈，挽救頻臨壞死的心臟肌肉，進而減少病

患死亡與併發症，是唯一有效的急救方式。 

  

圖 1：89-99 年心臟疾病每十萬人口死亡數 圖 2：76-99 年 10 大死亡原因統計圖 
貳貳貳貳、、、、系統規劃系統規劃系統規劃系統規劃    

要能及早打通阻塞的冠狀動脈需要緊急救護體系與醫院端共同合作，本局

為能更有效率地搶救生命，爭取急性心肌梗塞(AMI)患者急救時效，於 100 年與

高雄榮民總醫院合作，規劃全台首創、亞洲第一的「到院前即時無線傳輸 12 導

程心電圖系統」。 

100 年度獲同意動支第二預備金 240 萬元，先行購置 6部 12 導程心電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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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旋即投入後續各項行政作業事宜。 

本局於 101 年 1 月起與高雄榮民總醫院合作，辦理 90 場教育訓練，包括統

合派遣員、救護技術員、醫院三方面，從 119 受理報案端、急救處置端與後送

醫院端，多方思辯、溝通，磨合出急性心肌梗塞病患最佳急救處置模式。 

101 年 9 月 6 部 12 導程心電圖機交貨驗收，根據 100 年統計胸痛病患發生

數(如圖 3)，考量送醫路程等因素，配置於鳳山、苓雅、左營、瑞隆、岡山、美

濃等 6個分隊值勤，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終於在 11 月初登場。  

 

 

 

 

 

 

 

 

參參參參、、、、具體成效具體成效具體成效具體成效    

本局「到院前即時無線傳輸 12 導程心電

圖系統」於規劃階段先行動支第二預備金購置

6 部 12 導程心電圖機，經推廣後配置分隊同

仁操作技術漸入佳境，同時引進民間資源，積

極勸募，至 104 年 6 月已募集 9 部 12 導程心

電圖機，統計至 104 年 6 月止，已有 15部 12

導層心電圖機於線上執行緊急救護勤務(如圖 4)。 

本系統實施二年多來，救護技術員從陌生排斥，進化到熟悉流暢，經高雄

榮民總醫院統計患者到院後至心肌再灌流時間(D2B)，在實施本系統後已大幅縮

短至平均 53.5分鐘，遠低於國際準則建議的 90 分鐘。 

統計至 104 年 6 月，累積 691次 12 導層心電圖操作實績，操作率從 101 年

草創期的 2.6%，逐年提升至 104 年的 62.7%(如圖 5)，歷經 2 年 8個月的耕耘，

操作率大幅翻揚 24.12 倍，急救成功數逐年攀升，並減少痊癒後之後遺症，有

圖 4：12 導程心電圖機統計 

圖 3：100 年緊急救護胸痛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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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提高急性心肌梗塞病患急救成功率，累計搶救 42 名急性心肌梗塞病患(如圖

6)。 

   

圖 5：12 導程心電圖機操作績效 圖 6：急性心肌梗塞病患(AMI)即時打通冠狀動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