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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近 3 年救護案件統計

2015 2016 2017

54,598 55,683 52,839

45,059 44,352
44,317

140,160 141,470

129,723

女生 男生 總出勤數

(45%
)

(55%)

(44%)

(5
6
%)

(45
%)

(55%
)

p-value 0.08

西元

次數

備註：統計方法採卡方檢定



救護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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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紀錄表



救護紀錄表



2017 年緊急救護資料
　 　 Male( 次數 ) female( 次數 )

年齡

<18 2,066 1,450
18-44 16,288 13,419
45-64 13,241 9,923
≥65 21,232 19,517

現場狀況
創傷 23,099 18,833

非創傷 29,729 25,475

三大急重症
重大創傷 280 115

腦中風 414 315
內科 OHCA 1,192 685

到院前檢傷等級
ALS 8,002 6,155
BLS 44,835 38,157

到院後檢傷等級
1-3 級 46,362 39,054
4-5 級 5,539 4,498

重大創傷

<18 10 1
18-44 101 32
45-64 70 32
>=65 99 50

腦中風

<18 0 0
18-44 22 12
45-64 147 69
>=65 245 234



非創傷
CO 中毒 / 危險物

質 心臟問題 行為急症 / 精神異
常

呼吸問題
( 含呼吸道哽塞 ) 抽搐 / 痙攣 路倒 其他

男 <18 6  16 53  55  176  4  490  

男 18-44 25 132  702 235  357  442  2 ,975 

男 45-64 7  283  387 474  258  789  5 ,746 

男≥ 65 1  385  156 2 ,317 184  266  12 ,808 

女 <18 4  12 22  57  138  3  462  

女 18-44 16 116  613 506  241  158  4 ,153 

女 45-64 7  186  357 376  139  116  3 ,955 

女≥ 65 4  307  133 1 ,818 123  30  11 ,423 

5 倍
(1,501/307)



創傷
 創傷 交通事故 穿刺傷 電擊傷 墜落 燒燙傷 螫咬傷 其他

男 <18 568 3  0  27  24  6  639 

男 18-44 8,841  40  18  108 31  28  2 ,354  

男 45-64 2,898  18  7  90  32  24  2 ,228  

男≥ 65 1,399  4  3  30  15  12  3 ,652  

女 <18 399 2  0  10  28  4  308 

女 18-44 6,158  16  1  51  40  28  1 ,322  

女 45-64 3,113  8  0  25  30  21  1 ,590  

女≥ 65 1,352  1  0  11  14  10  4 ,291  



到院前檢傷等級

到院前檢傷等級

　 M a le fe m a le
P 值

ALS
8002

(15 .1%)

6155

(13 .9%)
< .0001

BLS
44835

(84 .9%)
38157

(86 .1%)

• ALS & BLS 男女比例有顯著差異

• 男性 ALS 之比例 女性的為 1.1 倍

備註：統計方法採卡方檢定



到院後檢傷等級

到院後檢傷等級

　 M a le fe m a le P 值

1-3 級
46362

(89 .3%)
39054

(89 .7%)
0 .084

4-5 級
5539

(10 .7%)

4498

(10 .3%)

• P> 0 .05    無顯著差異

備註：統計方法採卡方檢定



三大急重症

　 M a le fe m a le P 值

重大創傷
280

(71%)

115

(29%)
< 0 .001

腦中風
414

(57%)

315

(43%)
< 0 .001

內科 O HCA
1192
(64%)

685
(36%)

0 .33

三大急重症之性別分布有無差異 ?

• 重大創傷 : 男性 女性為 2.4 倍

• 腦中風 : 男性 女性為 1.3 倍

• 內科 O HCA: 男性 女性為 1.7 倍
備註：統計方法採卡方檢定



三大急重症之性別分布

重大創傷 急性腦中風 內科 OHCA

71%
57% 64%

29%
43% 36%

男 女

55%



重大創傷男 ( 女 ) 性之年齡分布情形

年齡

　 M ale fe m a le P 值

< 18
10

(3 .6%)

1

(0 .9%)
0 .14

18-44
101

(36 .1%)

32

(27 .8%)

45-64
70

(25%)

32

(27 .8%)

≥65
99

(35 .3%)

50

(43 .5%)

• 無顯著差異

備註：統計方法採卡方檢定



腦中風男 ( 女 ) 性之年齡分布情形

腦中風

　 M ale fe m a le P 值

< 18 0 0 **

18-44
22

(5.3%)
12

(3.8%)
0.34

45-64
147

(35.5%)
69

(21.9%)
<.0001

≥65
245

(59.2%)
234

(74.3%)
<.0001

• 64 歲以下，男性中風比率 女性的為 1.5 倍

• 女性中風年齡明顯好發於 65 歲以上

備註：統計方法採卡方檢定



內科 OHCA 男 ( 女 ) 性之年齡分布情形

內科 OHCA

　 Male female P 值

<18
15
(1%)

15
(2%)

0.12

18-44
129
(11%)

50
(7%)

0.012

45-64
373
(31%)

111
(17%)

<.0001

≥65 675
(57%)

509
(74%)

<.0001

• 18-64 歲 : 男性 女性為 1.5~1.9 倍左右

• 女性則以 65 歲以上占率最高

備註：統計方法採卡方檢定



總結與建議
項目 Male Female 說明

使用救護車次數

危急案件
男性 :15%
女性 :13%

創傷 路倒 ( 非創傷 ) 案件約 5
倍

非創傷 燒燙傷唯一女性次數較高

重大創傷 男性約為女性的 1.5 倍

腦中風 男性約為女性 2.4 倍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 宣導救護車正確使用觀念 : 
        宣導民眾至最近可處置之醫療院所就醫，減少救護車遠送或至無法立即處置之醫院就診而使病患錯過黃金治療時間。



總結與建議
項目 Male Female 說明

使用救護車次數

危急案件 男性 :15%
女性 :13%

創傷 僅有燒燙傷女性次數較高

非創傷 路倒案件男性為女性之 5 倍

重大創傷 男性約為女性的 1.5 倍

腦中風 男性約為女性 2.4 倍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總結與建議
項目 Male Female 說明

使用救護車次數

危急案件 男性 :15%
女性 :13%

創傷 僅有燒燙傷女性次數較高

非創傷 路倒案件男性為女性之 5 倍

重大創傷 男性約 女性的為 2 .4 倍

腦中風 男性約 女性的為 1 .3 倍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 宣導民眾辨識腦中風 ( 辛辛那提測試 ) - F 、 A 、 S 、 T*
     * 備註：
 「 F 」就是 FACE ，請患者微笑或是觀察患者面部表情，兩邊的 是否對稱；「臉 A 」就是 ARM ，請患者將雙手抬高平 ，觀察其中一舉
隻手是否會無力而垂下來；「 S 」就是 SPEECH ，請患者讀一句話、觀察是否 晰且完整，而當清 3 者症狀出現其中 1 種時，就要 快送醫趕
。
「 T 」就是 TIM E ，要明確記下發作時間，立刻送醫，爭取治療的時間，把握「急性中風搶救黃金 3 小時」



總結與建議

備註：缺血性中風病人如果在發病 3 小時內使用 t issu e - typ e  p la sm in o g e n  a ct iva to r (r t-PA) 【胞漿素原活化劑】，對病患有良好治療效果



總結與建議

腦中風
品管指標



總結與建議

備註：動脈取栓術與傳統靜脈血栓溶解劑相比可替部分中風病人延長黃金治療時間，經由動眼 (G) 及 FAST 指標綜合判斷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投影片 1
	大 綱
	臺北市近3年救護案件統計
	救護紀錄表
	救護紀錄表
	救護紀錄表
	救護紀錄表
	2017年緊急救護資料
	非創傷
	創傷
	到院前檢傷等級
	到院後檢傷等級
	三大急重症之性別分布有無差異?
	三大急重症之性別分布
	重大創傷男(女)性之年齡分布情形
	腦中風男(女)性之年齡分布情形
	內科OHCA男(女)性之年齡分布情形
	總結與建議
	總結與建議
	總結與建議
	總結與建議
	總結與建議
	總結與建議
	投影片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