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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选修急诊医学课程对培养急救知识

和心肺复苏技能的影响

蒋亚斌 汪志刚 黄新智 俞锐敏 朱宁

【摘要】目的探讨医学生学习急诊医学课程对培养急救知识和心肺复苏技能的影响。方法选择暨

南大学医学院医学专业2002级和2003级全日制本科四年级学生。按是否选修急诊医学课程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在两组中各随机抽取30名学生进行急救知识和心肺复苏技能的考核。结果观察组学生的理论考试得

分为(78．5士9．1)分，对照组学生得分为(46．75=15．6)分，观察组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O．01)。观察组和对照组心肺复苏技能考核得分分别为(7．32士0．83)分和(6．63土0．91)分，观察

组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尸<0．01)。观察组和对照组60次胸外按压失败的次数分别为(5．06±0．58)次和

(5．77士0．63)次，4次吹气失败的次数分别为(O．92士0．16)次和(1．10±0．17)次，观察组失败的次数均明显

少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o．01)。结论 医学生选修急诊医学课程对培养其急救知识

和心肺复苏技能有重要作用，医学院校有必要将该课程列为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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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elective course of emergency treatment for medical students on the cultivation of first aid

knowledge and skill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JlANGYa—b／n，wANG Zhi-gang，HUANG Xin-

zhi，yU Rui—min，ZHU Ning．Emergency Department，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 0630，Guangdong，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elective course of emergency treatment for

medical students on the cultivation of first aid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Methods Senior students major in medicine of our universit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ast group with 30 students in each group according to whether an elective course of emergency

treatment was given or not．All of them then received a test of first aid knowledge and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skills．Results The theoretical exam scores in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ast group were

respectively 78．5-1-9．1 and 46．7-4-1 5．6．The scor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ast group(P<O．01)．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skills scores in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ast

group were respectively 7．32士0．83 and 6．63士O．91．The scor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ast group(P<O．01)．The number of failure for closed cardiac massage in 60 times

in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ast group was respectively 5．06土0．58 and 5．77±0．63．The number of

mouth to mouth artificial respiration in 4 times in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ast group was 0．92--I-0．16 and

1．10±0．17，respectively．There were notable differences in the number of failure in resuscitation maneuvers

between tWO groups(both P<0．01)，observation group being obviously poorer than contrast group．

Conclusion An elective course of emergency treatment given to medical student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first aid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hat emergency medicine iS included as a required course in medic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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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所传授的现

代急救知识与临床医生素质密切相关，与临床各学

科知识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具有明显的边缘性，特

别是某些相关知识不隶属某一专科所独有，而是临

床各科医生均可能遇到的临床共性问题。目前在我

国的医学院校中，急诊医学课程还只是一门选修课，

未引起教师和学生们的足够重视。本研究中通过对

选修和未选修急诊医学课程的医学生进行急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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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和心肺复苏(CPR)技能的考核，观察选修急诊医学

课程对培养学生急救知识和CPR技能的影响。

1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选择暨南大学医学院医学专业

2002级和2003级全日制本科四年级下半学期的学

生。在选修与未选修急诊医学课程的学生中分别随

机抽取30名学生作为观察组与对照组。观察组中男

18名，女12名，已修完医学基础课程，有一定的内、

外科知识；对照组中男16名，女14名，已修完除急

诊医学以外的其他课程，即将进入临床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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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教学内容及方法：课程内容包括急诊医学概

论，急诊病史采集、体格检查和常用药物，急救基本

技术，心搏骤停与CPR术，重症加强治疗病房

(ICU)与监测，创伤、多发伤、复合伤，创伤现场急救

知识与技术，急性中毒，中暑、淹溺、电击伤，以及各

系统常见急症的处理等。教学课时数36学时，其中

理论课32学时，见习及实际操作4学时。选用的教

材为王一镗主编的《急诊医学》第3版。理论教学采

用全电脑多媒体教学，所有内容都通过PowerPoint

软件编排，配以丰富的照片、图形和表格等，制作成

幻灯片在课堂上演示。见习及实际操作主要教会学

生如何进行CPR，创伤的止血、包扎和搬运，以及淹

溺、电击伤和中暑的现场急救等具体操作方法，在本

院模拟教学中心和急诊科进行。

1．3考核方法：理论考核包括急诊医学基础理论知

识、临床常识和技能等，试题根据教学大纲、授课时

间及临床见习情况进行分配。考试满分为100分，由

本教研室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进行统一评分。

CPR技能的考核方法是将CPR的整个过程进行分

解赋予分值(总分10分)：判断意识0．5分，呼救

0．5分，调整患者体位0．5分，解开衣领、头偏向一

侧0．5分，清除口腔异物0．5分，开放气道(两种方

法)1分，判断呼吸1分，口对口吹气两次1分，判断

大动脉搏动0．5分，定心脏按压部位0．5分，心脏按

压30次与口对口吹气两次交替5个回合2分，复苏

后体位0．5分，复苏效果的判断1分。让学生在模拟

人身上进行实际操作，教师根据模拟人上指示灯显

示的颜色来判定考生操作的成败。

1．4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12．0软件进行统计学

处理。数据以均数士标准差(z土s)表示，两组间均数

比较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 果

2．1理论考试得分比较(表1)：观察组学生的理论

考试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O．01)。

2．2 CPR技能考核评分比较(表1)：观察组得分及

操作失败的次数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O．01】。

2．3反馈意见：发放调查表113份，回收113份，回

收率100％。认为有必要将急诊医学作为必修课程

的占95．6％(108／113)。98．2％(111／113)的学生

认为采用模拟人进行CPR培训效果好；80．5％

(91／113)的学生要求增加急诊科见习机会，实地感

受院前及院内急救过程。表明急诊医学课程受到大

多数学生的重视和喜爱，而模拟人操作则是CPR培

训的最佳方式。

3讨论

21世纪的医学要求医学发展要以高新科技为

支撑的现代治疗手段、设备和相关理论进展为基础，

充分发挥祖国医学在医学体系中的作用[1]，这对高

校医学生的教育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急诊医学

是培养学生临床实践能力和临床综合素质的重要课

题，能提高医学本科生的综合分析、判断思维能力及

实践操作技能和急救知识。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

学生的理论考试成绩和CPR考核成绩均明显优于

对照组，说明选修急诊医学课程对培养医学生的急

救理论知识和急救技能有重要作用。通过分析学生

考卷可以看出，对照组学生的得分只在各系统急症

和急性中毒的临床诊治方面，因为这方面的知识在

内、外科的教学中讲授过；而在没有学习过的急救基

本技术，心搏骤停与CPR术，ICU与监测，中暑、淹

溺、电击伤等方面得分甚少，即使在内、外科教学中

部分讲授了CPR知识，但因教师讲授的是2000年

而非2005年的《国际心肺复苏及心血管急救指南》，

因此学生的得分仍然很低，操作也不正确。这是因为

2005年的新指南较2000年的旧指南有较大改

动[21；也说明教师要注重自我的知识更新，才能将本

专业有关理论、技术的新进展介绍给学生。CPR是

一项极其重要的急救技术，在心搏骤停时，只有最有

效的胸外按压才可能产生适当供应心脏、大脑等重

要器官的血流，才能使复苏有效[3]。有研究表明，普

及2005年的指南应用可明显提高心肺复苏的成功

率[引，但目前在医务人员的CPR技能仍然很低。国

外一项研究发现，医务人员在对患者进行CPR时有

表1两组医学生急诊医学理论考试及CPR技能考核得分比较

注：与对照组比较，‘P<O．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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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的胸外按压幅度过浅[53；而另一项研究显示，

24％～49％的医务人员在对患者进行CPR时没有

进行有效的胸外按压‘6|。蔡文伟等口嵋3研究发现，医

务人员实施胸外按压的正确率为62．33％，而口对

口人工呼吸的正确率只有27．88 0A；随着胸外按压

持续时间的延长，出现按压幅度过浅的人数和次数

逐步升高，到第5个循环时，有52．25％的操作者至

少出现1次以上按压幅度过浅，远未达到2005年指

南的要求，因而也难以达到最佳的复苏效果。

胸外按压和口对口人工呼吸均是初级CPR最

重要的内容。本研究中发现，观察组操作失败的次数

明显减少，总得分显著优于对照组，表明使用模拟人

进行CPR技能培训能显著提高学生的操作技能和

急救水平。但是，CPR是一个连续而紧凑的过程，需

要团队合作[9]，系统地掌握该技术有一定的难度。

CPR的模拟教学是急诊医学教学的重要内容之

一[1引，而我们的培训被证明是有成效的。

综上所述，医学生选修急诊医学课程对培养急

救知识和CPR技能有重要作用，能提高学生的临床

思维能力，应急应变能力，以及急危重症的救治能

力，因此，我们建议医学院校有必要将该课程列为必

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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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谷胱甘肽水平与脓毒症时内皮细胞氧化应激反应的关系

体外实验证明，脓毒性休克患者的血浆能诱导人脐静脉内皮细胞产生活性氧(ROS)。在ROS增加氧化应激的条件下，内

皮细胞的自身抗氧化机制还不清楚。最近法国学者通过对25例脓毒症患者血浆和10例健康者人脐静脉内皮细胞进行实验分

析，对上述机制进行了前瞻性研究。于脓毒症患者入院后1 h收集血浆，加入正常人脐静脉内皮细胞，测定其产生ROS量、一

氧化氮(NO)量、还原型谷胱甘肽水平、过氧化氢酶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以及细胞死亡计数。结果显示：还原型谷胱甘

肽显著下降，过氧化氢酶升高，SOD无显著变化}在加入N一乙酰半胱氨酸或谷胱甘肽(GSH)后ROS量和细胞死亡数显著下

降，N0量无显著变化。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人脐静脉内皮细胞产生的ROS量与GSH水平呈负相关，GSH的减少是脓毒症内

皮细胞产生ROS的关键因素。

候经元，编译自((Crit Care Med》，2008，36(8)：2328—2334；胡森，审校

一氧化氮恢复猪内毒素血症引起失调的肝动脉缓冲效应

内毒素血症时肝动脉缓冲效应的自动调节作用消失，可能与暂时性一氧化氮(N0)合成降低有关，奥地利学者对此进行

了实验研究。他们经猪门静脉给予脂多糖(LPS)和NO供体硝普钠后观察血流动力学及血清生化变化，通过肝活检测定一氧

化氮合酶(NOS)。结果显示：给药5 h后LPS可使肝动脉血流下降38％，添加硝普钠后增加了8％；当门静脉血流下降时硝普

钠能增加肝动脉血流28％,LPS可降低NOS mRNA表达，添加硝普钠后不但能显著升高mRNA表达，还增加了诱生型一氧

化氮合酶的生成。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在内毒素血症早期通过硝普钠补充NO能够恢复失调的肝动脉缓冲效应。增加肝动脉血

流，这种有益的作用能够预防腹腔脓毒症引起的继发性肝损伤。

侯经元，编译自《J Invest Surg)，2008，21(4)：183—194；胡森，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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