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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D， 其 全 称 是 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它是自动体外
心脏电击除颤器的英文缩写。作为
公共场所的急救设备，在台湾又被
称作“傻瓜电击器”。今年 5 月，台
湾几家公司联合捐赠 67 台 AED 设
备，让台湾桃园机场往返台北市的
31 台地铁列车，全部安装上了 AED
设备。

公共场所全面配置

▲ 地铁站内设置的AED

AED 是一台能够自动侦测病患
心律脉搏，同时施以电击，使心脏
恢复正常运作的仪器，由于使用方
式相对简单，开启设备时会有语音
说明使用方式，并有图示辅助，就
像使用“傻瓜相机”一样简单，因
此，在台湾被俗称为“傻瓜电击
器”。AED 一般都安装在明显的位
置，操作简单便捷，人们在紧急关
头随处能找到，取下后根据提示就
能使用，在最短的黄金时间内，救
人于危难之中。

2013 年，台当局修订了 《紧急
医疗救护法》，要求在机场、火车
站、旅游区等公共场所必须设置
AED。同年，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
随之出台。同时，台当局还增加了
免责条款，规定“救护人员以外之人，为挽救他人之生
命，使用紧急救护设备或施予急救措施者，适用紧急避
难免责之规定”，鼓励民众对病患伸出援手。

如今在台湾，不仅公共场所全面配置 AED，而且在
酒店、银行、商场、企业，都能不经意间看到AED。记者
居住的公寓大堂墙上，就放置了一台AED设备，在二楼的
健身房，服务员从柜台里拿出一台便携式AED告诉记者，
这种便携式设备更便于对患者施救。

为病患赢得救命时间

据台湾卫生主管部门统计，心脏病长年高居台湾人
10大死因的第2名，每年约有2万人在到达医院前心脏就
停止了跳动，平均不到30分钟就有一人因心跳停止而倒
下，而电击可以使心脏恢复正常心跳。医学研究指出，如
能在一二分钟内对患者给予电击，急救成功率高达 90％，
每延迟1分钟，成功率将递减7%至10％。AED可为病患赢
得黄金5分钟的救命时间，可谓是“救命神器”。

台湾中兴保全集团作为岛内最大的AED建置商，目前
已在全台安装 AED 达 1.2万余台，平均每 10万人使用 78
台，其密度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后。据中兴保全股份有限
公司广宣室协理汤敦台介绍，5 年前 AED 在台湾还是一
片空白，2013 年全台 AED 也不过只有 400台，这几年发
展迅速，截至目前，全台各地的AED已达1.8万台。

据悉，一台AED售价约10万元新台币，有关人士呼
吁岛内热心公益的企业和个人更多地关注AED的捐赠和
设置，这样才不会因设置密度不足而影响抢救生命的黄
金时间。

台湾仍有过半人不知AED

今年 4 月，30 岁的黄小姐在台北一家健身房内使用
跑步机时，突然无预警昏迷倒地，店经理见状立即施予
心肺复苏和 AED，电击后患者于现场恢复自主呼吸，救
护人员随即将其送医治疗。相较于黄小姐，澎湖的一名
男士陈先生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去年，陈先生在澎湖县
一家篮球馆内打球时突然晕倒，因失去黄金5分钟抢救时
间，导致其送医不治。

台北荣民总医院急诊部主任颜鸿章表示，心脏停跳
的患者有两类，一种需电击，约占七八成，其余病患则
不需电击。如果路上有人突然晕倒，先接上 AED，机器
会自动研判患者是否需要电击，施救者可依机器研判救
人。

然而，长期关注台湾 AED 进展的 《远见》 杂志，
2013年时的调查显示，只有38.8%的民众听说过AED；其
今 年 最 新 民 调 显 示 ， 听 说 过 AED 的 比 率 已 上 升 至
43.5%，但仍有超过五成的民众不知 AED 为何物；而 60
岁以上的银发族，逾八成没听过 AED，更不知道如何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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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之珠”拥抱绿色生活
本报记者 连锦添

“东方之珠”拥抱绿色生活
本报记者 连锦添

香港作为繁华、拥挤的大都市，如
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答案是：节能减
废，拥抱绿色生活。香港的环境保育一
直做得非常出色，而绿色生活则是在近
20年才蔚为风尚，走进千家万户。

特区政府大力倡导环境保护，一年
投入经费几十亿港元，公益机构带头行
动，民间各显神通，资源再生、低碳生
活、有机食品、垂直绿化、天台花园
……成为流行热词。更多的人在实践

“绿活”理念，平日的衣食住行讲求节能
减废。“绿活”如同一颗星星，渐渐苏
醒，亮了！

触 摸 时尚香港

▲香港公开大学的垂直绿化外墙，高
达73米。 （公开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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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展商在向顾客展示最新款的帽子
▼ 模特在展示香港理工大学服装及纺织文学硕士毕业生设计作品

“时尚之都”香港从不缺少色彩。这里是创
意与潮流的集聚地，各式国际时装秀轮番上演。

近日，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 24届香
港时装节春夏系列亮相，来自意大利、美国、
日本等20个国家及地区的约1100家参展商云集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带来最新的时装设计、新
式布料和辅料产品等，逾1.2万名买家入场参观
采购，场面火爆。

今年时装节新增“时尚运动服装”和“休
闲服装”两个展区，展示运动服、瑜伽服和功
能性服装等，大受欢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每年都有多所香港大专
院校的时装设计学院在香港时装节春夏系列举
行毕业秀，令时装节成为年轻设计师展示创意的
进阶舞台。澳门多个本土品牌也借地利之便，于
展会期间举行了国际时装巡礼。时尚融入香港这
座城市的风貌，形成独特而迷人的多元气质，也
给它带来更多商机。 （香港贸发局供图）

绿在区区 惜物减废

记者在港居住的宿舍，月度电费单如时钟一样
准时寄到，上面印着提示：您用的每千瓦时电，二
氧化碳排放量是0.78千克。

香港住宅用电采取分段计价，每户每月最初
150千瓦时，每千瓦时只需 0.688港元，之后从 151
千瓦时至300千瓦时，每千瓦时0.827港元，由此递
增，1001千瓦时至 1500千瓦时，每千瓦时达 1.488
港元，是初始电价的两倍多。如果每户每月不超过
100千瓦时，电费九五折优惠。

为了节能减废，这个城市的“持份者”都付出了
努力。官方民间，都在尝试新鲜的绿色生活方式。

2013年9月特区政府承诺，在公务宴请中采用
环保菜单，剔除鱼翅、蓝鳍吞拿鱼及发菜，之后不
少公私营机构也跟进，宴请已经很少上鱼翅了。

2015年 4月 1日，香港全面推行塑料袋收费计
划，覆盖全港逾 10 万个零售点，市民购物索取塑
料袋，每个最少要付五角钱。

香港环境局制定的 《资源循环蓝图 2013—
2022》 提出，全港市民必须合力实践“惜物、减
废”的环保新文化。政府的目标是，2022年前把城
市的人均固体废物弃置量减少四成。

此事政府无法包办，于是推展“绿在区区”计
划，逐步在全港 18 区设点，资助非营利机构来运
营。

“绿在东区”就是其中之一。政府经公开招标
后，交保良局运营，它的主要功能是推行环保教
育，发展环保义工；提供回收车辆，到各社区收集
可回收的物料，进行循环再造。

天水围的“绿在元朗”刚开办不久，聘用4名
智障人士到住宅楼回收玻璃瓶、电器等。又设立

“绿·续小店”，市民或拿来物品回收，或在站内做
义工，参与者可累积分数，换领日用品。

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5 月 1 日表示，堆填区
的厨余弃置量，2015 年比上一年每天减少 258 吨，

“惜食文化”渐见成效！

点点滴滴 涓流成河

香港环境局为宣导绿色生活而发布的指引，没
有大话口号，注重从生活细节提醒市民。

减少购买纸巾，改用手帕，少买即用即弃的尿
布；储存足够的衣物才开洗衣机；用餐避免过度点
菜，尽量购买时令和本地食材，减少过多包装、长

途运输所造成的能耗；经常用电风扇代替冷气机；
多走路上班，尽量不购买私家车；避免到海外出
差，改用视讯会议以减少飞行引致的碳足迹……

看来，绿色生活无处不在，人人做得到，多宣
传推介，作用很明显。

在学校饭堂，每当校方认真推广惜食节约，厨
余的数量都会明显下降。生活中，人们吃有机食
品、穿天然材质棉麻衣物、利用二手家用品、步行
成为新风尚。香港大学率先向塑料瓶装水说不，校
园内的餐厅、超市和饮品售卖机，即将停售1公升
以下的塑料瓶装水。

香港酒店每年把逾 200 万块小香皂送往堆填
区。有鉴于此，一位大学老师创办了名为“再皂
福”的团体，回收香皂，再造后供给亚洲落后地区
的贫民，很受欢迎。香港几十家酒店参与其中，
2016年共回收16200公斤的香皂。一些外佣也在休
息日去做皂，把获赠的香皂寄回家乡。

湾仔的圣雅各福群会，利用马会资助开办了全
港首家升级再造中心。经理陈宥在向记者介绍一件
件物品的精妙，工作室的门是用超市的鸡蛋托改造
而成的，牛仔布料做成手机套和钱包，塑料桶升级
再造成夜光喇叭，而回收自行车轱辘上的钢条，被
做成八音齐全的乐器。用木质红酒盒做成的广告指
示牌、奖座等会展用品，订单很多。

香港推动“绿活”，近年用上新媒体手段，上
网随时可打开“绿色生活指南”等网页。为了方便
回收废品，环境局开发一个名叫“咪嘥嘢”的手机
应用程序，以地图形式展示全港逾 7000 个回收点
的信息。“绿活地图”以地图作接口，呈现全港各
区的绿色生活信息。

绿建环评 移风易俗

人口高密度地区的建筑，最好是“绿建筑”。
香港建筑界创立一套环保建筑指针和评估系统

——“绿建环评”，2009 年以来全港已有 200 多栋
建筑物获得认证。公开大学银禧学院就是其中之
一，它楼高 12 层，其最佳“绿点”是一面高 73 米
的外墙，是全港最高的“垂直绿化”植物幕墙。大
楼有 10 层使用太阳能玻璃幕墙，并安装风力发电
风车，加强通风效果。

位于九龙湾的“零碳天地”，用上了80多项绿
色建筑技术，例如采用太阳能光伏板发电，并用导
光管把阳光引入室内，冷气出风口设在地板，配合
大吊扇增强通风， 其家居展示厅里，展示着90多
项节能装置。

2006年落成的香港湿地公园，主馆约1万平方

米，楼高两层，隐藏于草坡下，从入口广场看去，
就像一座突起的翠绿山丘，室内则利用天窗采光，
大量采用木制的百叶装置，既遮阴又减噪音，整座
湿地公园还安装了香港首个“地热冷却系统”，节
省能源并避免废热能排入大气。

香港“绿色生活达人”周兆祥博士，30多年前
就开始倡导绿色简约生活，当时社会上仍缺乏“绿
色醒觉”。周博士曾说，现代人往往追求物质满足
或心理需求，例如巨型电视屏幕、跑车。事实是，
真正舒适的生活是绿色的。绿色生活就是运用最新
的智慧与技术，来打造生生不息、众生可以共享的
未来。

可见，倡导“绿活”也是个移风易俗的过程。
绿色生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香港“绿活”，还
在路上。

题图：零碳天地位于九龙湾密集楼宇内，采用
80多项绿色建筑技术。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