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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创新设计一款救灾担架，实现适应各类地形搬运、操作简单快捷、高效救援的功能。方法 对

现有担架种类、优缺点进行分析，基于人机工程学，改进普通救灾担架用于急救和运输，并适应各种地

形下的搬运，增加救援效率。以坚韧轻质的铝合金材料作为主体骨架，化织纤物作为担架面材料，柔软

记忆塑料为把手；结构上设计成可拔式插销结构，可自由调节担架倾斜角度，适应地震中各类高低地形，

防止伤员受到二次伤害，旋钮调节方便快捷，高低位转换迅速，节省了运输时间。结论 该款担架能适

应各类山地地形，极大提高了救援效率，且简单易操作，加工方便，对灾区救援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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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innovatively design a disaster relief stretcher to achieve functions of adapting to various 

terrains, simple and fast operation, and efficient rescue. Type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xisting stretchers were 

analyzed. The common disaster relief stretchers were improved for first aid and transportation based on ergonomics, to 

adapt to various terrains and increase the rescue efficiency. The tough and lightweight aluminum alloy material was used 

as the main frame, the woven fiber material was used as the stretcher surface material, and the handle was made of soft 

memory plastic. An adaptive plug structure was applied, which can freely adjust the tilt angle of the stretcher to adapt to 

various types of high and low terrains in earthquake areas to prevent the injured from being hurt twice. The knob adjust-

ment was convenient and efficient. It could be switched for high and low terrains and saves the transportation time. This 

stretcher can adapt to all kinds of mountainous terrains. It improves the rescue efficiency greatly, and is easy to be oper-

ated and manufactured. It is significant to rescue in disaster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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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架出现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随战争和自然

灾害而产生，并且慢慢被人们完善。市场上现有救灾

担架虽样式多变，但并没有专门针对地震的担架。我

国地震频发，因此对现有救援担架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即结构简单易操作、占用操作人员少，能直接进

行急救治疗，进行急救物资运输[1]。现有文献主要研

究通用灾害的急救担架、医院用急救担架、担架车的

创新设计，侧重点在担架布的材质创新、医院设施的

搭配使用、担架的机构设计[2]，少有针对救援时担架

稳定性的研究，存在担架布料拆卸清理不便、缺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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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专用担架、冷色担架引发伤员的负面情绪等问题。

针对上述情况，本文将从高效、安全、人性化的角度，

结合人机工程理论，完成地震期间使用的救援担架设

计。 

1  救援担架的现状 

现有救援担架主要有篮式担架、卷式担架、走轮

担架、软式手提担架和 SKED 担架，市场上现有担架 
 

比对分析见图 1。 

篮式担架的优点在于担架足够稳定，但容易引发

被救援人员胸闷、窒息；卷式担架质量轻、易于携带，

但操作不当易导致伤患丧生；走轮担架能使伤患躺

卧，有利于治疗，但质量过重不适于急救；软式手提

担架有防水功能但需多人操作；SKED 担架质量轻、

适应狭窄地形的急救，但限制了伤患的活动。其中，

适用于地震情况的担架有卷式担架、软式手提担架和

SKED 担架，其共同特点是轻便易携带。 

 
 

图 1  市场上现有担架比对分析 
Fig.1 Existing stretcher comparison analysis on the market 

 

2  担架设计分析 

地震发生后，有关部门会快速展开救援，设立很

多救援站点。救援人员会往返于各个受灾点和救援站

点之间，针对这个过程设计出专用的救灾担架，以加

快救援效率。 

在所有地震伤病类型中，骨折是最常见的伤病，

占到所有地震伤病的 48.37%；软组织伤是第二常见

的地震伤病类型，占到所有地震伤病的 38.02%[3]。在

转运途中，地势不平会使伤员受到二次伤害。综上所

述，对伤员转运前做一些简单的急救措施，以降低二

次伤害是本文设计的关键。 

2.1  功能分析 

担架的功能是支撑病人和移动病人[4]，在发现伤

患以后，应第一时间给他们补充水或生理盐水；救出

伤患后，针对伤患受伤的部位做出适当的急救处理，

如脑出血病人需要将头部垫高，心脏病患者或呼吸困

难者需要坐位保持呼吸通畅等[5]。综上，伤患的功能

需求为水供应、急救处理和伤员固定。 

救援人员的功能需求有适合贮存携带，节省空间

体力；易操作拼装；有储存物资的功能（急救药品、

通讯器等）；放水，易消毒清洗，不易沾染灰尘，着

火后易扑灭；一名救助人员也能简易操作。 

针对周边环境，担架还应有适用于白天和夜晚环

境的有效使用功能和适应不同地形的搬运功能。 

2.2  尺寸分析 

国际标准化组织在《担架、担架支座及医院担架

车》中指出，统一担架尺寸能“使其在运输工具上通

用化，方便伤病员从一地到另一地或在不同的运输工

具上搬动，消除由于调换担架而给伤员带来的痛苦和

危险，缩短搬运的时间”。 

在参考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TC75 的推荐尺寸和

其他国家标准的基础上，还应该结合我国的特点制定

标准尺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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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担架的尺寸必须符合大多数人都能使用的

要求，因此相关数据应选择男性 P99 作为尺寸依据。

根据 GB10000—1988《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数据，

并查阅国际担架尺寸及常用基本尺寸表，可知担架尺

寸为 2100 mm×500 mm×200 mm 为最优（长度范围较

大，宽度及厚度≤100 mm）；折叠尺寸长度和宽度

为 460~940 mm；依结构变化，净质量≤10 kg，承受

压力≤1600 N。担架尺寸推荐见图 2。 
 

 
 

图 2  担架尺寸推荐 
Fig.2 Stretcher size recommendation 

 

2.3  材料分析 

便携救援担架的材料及其硬度须符合国家标准。

主要结构的材料采用钛合金材料[7]。钛合金无毒、质

轻、强度高，具有优良的生物兼容性，且光泽反射度

低，是较为理想的医用金属材料[8]。在把手的选择上，

一般有木材、金属和塑料可供选择。金属质量重、触

感冰冷；相比木材，塑料材质质量轻，可伸缩，尤其

适用于空间狭小的运输工具内。故 ABS 作为一种强

度高、韧性好、易于加工成型的热塑型高分子材料，

是最为理想的。化纤织物面料疏水性强、易清洗和消

毒、质量轻、手感松软，吸湿性好，较适合作担架    

布料的首选材料 [9]，因此担架面料选用舒适的化纤 

织物。 

2.4  色彩分析 

地震发生后，废墟和尘土占大部分环境空间，整

体色彩偏灰色，对于救灾用品应使用纯度明度高的色

彩，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人对于不同的色彩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对于

处在绝境下的伤员，应使其感受到希望，从而产生求

生欲望。因此，担架面使用暖色调能缓冲灾难对人的

负面影响。 

3  担架设计方案 

设计紧急救援设施时，应本着“居安思危、常备

不懈”的观念进行设计[10]。首先对担架进的设计要求

进行了头脑风暴，见图 3。 

3.1  设计定位 

设计出用于地震时期单人急救且可多用运输的

人性化、温暖的救援担架。 

 
 

图 3  头脑风暴 
Fig.3 Brainstorming 

3.2  设计展示  

通过以上调查分析，总结出以下具体设计要点：

旋钮的设计可以用来调整担架布松紧，搬运伤员时更

加稳定；安全带使用双层设计，防止搬运时伤员弹落；

把手部分使用 ABS。担架设计效果见图 4，还加入了 
 

 
 

图 4  担架设计效果 
Fig.4 Stretcher design ren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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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灯设计，以保证人们能快速定位到担架位置；不同

颜色的灯代表着担架的不同使用状况，黄色代表运输

伤员，绿色代表搜寻伤员中。这样能有效提升救援效

率。担架小夜灯见图 5。 

使用时先拔出插销，选择担架杆倾斜角度，再选

好搬运适宜角度，固定插销。双重固定结构能将伤患

有效固定住又不会使他们无法动弹，可调节结构能使

担架适应地震环境中各类地形的搬运，提高了救援效

率。救援场景见图 6。 

 
 

图 5  担架小夜灯 
Fig.5 Stretcher night light 

 

 
 

图 6 救援场景 
Fig.6 Rescue scenario 

 
4  结语 

通过设计可拔式插销结构，可以自由选择担架倾

斜角度，适应地震中各类高低地形，以防伤员受到二

次伤害；担架旋钮调节方便快捷，高低位转换迅速，

节省了运输时间。针对白天和夜晚不同的环境，设计

出两侧的提示灯，不仅能告知周围人担架目前使用状

况，还能在夜晚时，定位担架的位置，提高了担架的

使用率。 

该担架材料结实耐用，实用性强。作为抗震救灾

用担架，它符合了救援人员和被救人员的需求，可在

多种场合使用且救援高效，具备节省急救时间的设计

理念和目标[11]。简单的结构和轻质量使之方便携带，

把手设计可适应地震时会遇到的各种山体地形，但由

于材料结构限制，所以在面对特殊伤患病人的时候，

就不能满足这些病患对担架结构的需求了。这些不足

之处都需要被改进完善，并且在将来能够有机会真正

的服务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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