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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创伤救治模式在公众心肺复苏培训中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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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估宁南山区公众心肺复苏（CPR）培训的效果。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于 2019 年 

1 月至 12 月通过问卷方法对宁南山区 775 名公众开展 CPR 有关急救知识调查，观察采取初级创伤救治（PTC）

模式开展 CPR 培训前后公众的 CPR 知识知晓率、操作考核评分以及操作考核合格率情况。结果  培训后，公

众在熟知急救电话、意识判断方法、呼吸停止判断方法、人工呼吸实施方法、CPR 有效指征以及胸外心脏按压

部位方面的 CPR 知识评分、操作考核评分及操作考核合格率较培训前明显提升〔急救电话（分）：82.68±8.54

比 60.25±10.38，意识判断方法（分）：79.46±10.82 比 58.35±9.26，呼吸停止判断方法（分）：80.85±9.64 比

59.26±11.45，人工呼吸实施方法（分）：81.54±9.48 比 56.47±10.54，胸外心脏按压部位（分）：80.35±10.48 比 

59.56±9.85，CPR 有效指征（分）：81.02±9.45 比 58.21±8.69，操作考核评分（分）：60.25±10.45 比 50.38± 

9.68，操作考核合格率：60.39%（468/775）比 12.13%（94/775），均 P＜0.05〕。结论  采用 PTC 模式有助于公众

CPR 培训效果的提升，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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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nvaluate  the  effect  of  public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  training  in 
Ningnan  Mountain  area.  Methods  Using  the  method  of  convenient  sampling,  775  people  in  Ningnan  Mountain 
area  were  investigated  about  CPR  and  first  aid  knowledge  by  questionnaire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9.  The 
awareness rate of CPR, operation score, and operation qualification rate of  the public before and after CPR training in 
the primary trauma treatment  (PTC) mode were observed.  Results  After PTC training,  the public's CPR knowledge 
score,  operation  score  and  operation  qualification  rate,  in  terms  of  first  aid  telephone,  consciousness  judgment 
method,  identification  of  respiratory  arrest,  artificial  respiration  implementation  method,  effective  CPR  indication 
and  extrathoracic  cardiac  compression  position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first  aid  telephone  score:  82.68±8.54 
vs.  60.25±10.38,  consciousness  judgment method  score:  79.46±10.82  vs.  58.35±9.26,  identification  of  respiratory 
arrest  score:  80.85±9.64  vs.  59.26±11.45,  artificial  respiration  implementation  method  score:  81.54±9.48  vs. 
56.47±10.54, extrathoracic cardiac compression site score: 80.35±10.48 vs. 59.56±9.85, effective indication of CPR 
score: 81.02±9.45 vs. 58.21±8.69, operation assessment score: 60.25±10.45 vs. 50.38±9.68, operation assessment 
qualified rate: 60.39% (468/775) vs. 12.13% (94/775), all P < 0.05].  Conclusion  PTC mode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public CPR training,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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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属于抢救 

生命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项技术。有报道显示，我国院外

心搏骤停患者开展 CPR 的成功率较低［1］。院外心搏骤停

第一目击者若能接受有效的 CPR 培训，及时对心搏骤停患

者进行 CPR，能为医护人员赢得宝贵的抢救时间，对挽救患

者生命具有重要意义［2］。而目前我国 CPR 的培训率不到 

1%（美国为 33%，法国为 40%）［3］，且培训效果参差不齐［4］，

因此，采取有效方法来提高公众的 CPR 培训率尤为重要。

为有效提高宁南公众 CPR 的知识及技能，本研究于 2019 年

1 月至 12 月对宁南山区 775 名公众开展知识调查后按照初

级创伤救治（primary trauma care，PTC）模式进行培训，以期

为完善、改进、 提升公众 CPR 培训提供相关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择 2019 年 1 月

至 12 月宁南山区 775 名常住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498 名，女性 277 名；年龄 18～45 岁，平均（30.25±10.3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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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学生 168 名，学校教职员工 152 名，消防员 245 名，公

安人员 210 名。

1.1.1  纳入标准：① 性别不限；② 生活能够自理；③ 无认

知功能障碍，能正确理解并回答问卷内容；④ 自愿接受本次

调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1.2  排除标准：① 合并严重心脑肺肾等器官功能异常；

② 拒绝参加本次调查。

1.2  培训方法

1.2.1  成立培训小组：培训小组由 20 名参加过医院组织的

PTC 培训合格的急救骨干组成，包括 16 名护师及以上职称

护士，4 名急诊科医师，均具备急诊带教资质。

1.2.2  制订培训方案：PTC 是由世界初级创伤委员会发起

的，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继续医学教育项目［5］，

广泛应用于医学培训中。本次培训采用 PTC 模式，参考 

《初级创伤救治手册》 《住院（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大纲）》

《急诊专科护士临床实践能力培训大纲》制订培训方案。将

培训内容整合为 CPR 理论、技能操作两部分，制订详细的培

训方式和培训内容（表 1）。

呼救，对患者病情和现场控制状况进行初步判断，再由培训

者指导目击者完成整个 CPR 过程。④ 小组讨论：模拟练习

结束后，各小组分别讨论自身所在小组开展操作中存在的不

足后，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最后进行自评、互评，主持者

总结，整个培训过程严格控制时间，紧扣主题，按计划内容

培训，必要时循环培训。⑤ 考核：考核内容涉及理论与操作 

两个方面，理论考核采用自主设计问卷进行，由培训者边询

问边评分；操作考核内容为单人徒手 CPR，满分均为 100 分， 

由培训组成员结合学员的操作情况评分。

1.3  观察指标：观察培训前后学员的 CPR 知识知晓率、操

作考核评分以及操作考核合格率。操作考核≥60 分为合

格，＜60 分为不合格［6］。

1.4  统计学处理：使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符合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采用χ2 检验。P＜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公众培训前后的 CPR 知识评分情况比较（表 2）：培训

后，公众在熟知急救电话、意识判断方法、呼吸停止判断方

法、人工呼吸实施方法、胸外心脏按压部位以及 CPR 有效 

指征方面的 CPR 知识评分均较培训前明显提高（均 P＜
0.05）。

表 1 宁南山区公众 CPR 培训方案

培训模块 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培训形式

知识 CPR 理论 CPR 的定义 课堂讲授
案例讨论
小组讨论

意外发生时采取何种措施
急救“黄金时间”/ 心搏骤停的定义
胸外心脏按压部位
CPR 的步骤

  吹气方法、按压频率及深度、 
    吹气与按压比率

CPR 成功的有效指标
技能 CPR 操作 心搏骤停的判断 操作示范

情景模拟
小组讨论
现场考核

打开气道的方法
人工呼吸的方法
胸外心脏按压的方法

注：CPR 为心肺复苏

1.2.3  实施培训方案：本次培训时间为期 1 年。鉴于公众

培训的特殊性，为方便培训，提前由社区工作人员联系场

地，培训组结合公众需求采取讲座、传授技能、场景模拟、考

核和小组讨论等教学方式。① 讲座：通过多媒体形式开展

CPR 讲座，讲座时需明确目标及内容，与学员之间加强互动；

结束讲座时应提出问题，同时进行总结。② 传授技能：开展

操作示教时，学员 10 人为 1 组，传授 CPR 技能前让学员明

确目标，严格依据示范操作—操作同时讲解—学员讲解—

学员操作同时讲解 4 大步骤进行，即培训者给学员示范如何

进行 CPR，不进行讲解，要求学员仔细观看；培训者分解操

作的同时讲解操作细节和注意事项，如开放气道手法、胸外

按压深度及频率等，让每组学员同步讲解各个步骤的操作细

节和注意事项；要求每组第一个讲解的学员进行操作，另外

一名学员讲解。③ 场景模拟：将 5～10 名学员分到一组，进

行真实场景模拟，以真人为模型，依次分配患者、目击者等

角色 ; 实施方法：培训组讲解病例后进行模拟练习，目击者

表 3 2019 年 1 月至 12 月宁南山区常住居民 CPR 
培训前后操作考核评分和合格率比较

时间
人数 

（名）

操作考核 

评分（分，x±s）
操作考核 

合格率〔%（名）〕

培训前 775 50.38±  9.68 12.13（ 94）
培训后 775 60.25±10.45 60.39（468）

t /χ2 值   19.290   20.368
P 值 ＜0.050 ＜0.050

注：CPR 为心肺复苏

表 2 2019 年 1 月至 12 月宁南山区常住居民 
CPR 培训前后知识评分情况比较（x±s）

时间
人数 

（名）

急救电话 

（分）

意识判断

方法（分）

呼吸停止判断 

方法（分）

培训前 775 60.25±10.38 58.35±  9.26 59.26±11.45
培训后 775 82.68±  8.54 79.46±10.82 80.85±  9.64

t 值   46.455   41.265   40.156
P 值 ＜0.050 ＜0.050 ＜0.050

时间
人数 

（名）

人工呼吸实施

方法（分）

胸外心脏按压

部位（分）

CPR 有效指征

（分）

培训前 775 56.47±10.54 59.56±  9.85 58.21±8.69
培训后 775 81.54±  9.48 80.35±10.48 81.02±9.45

t 值   49.232   40.242   49.262
P 值 ＜0.050 ＜0.050 ＜0.050

注：CPR 为心肺复苏

2.2  公众培训前后的操作考核评分及合格率比较（表 3）：

培训后，公众的操作考核评分和操作考核合格率均较培训前

明显提高（均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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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1   “按需培训”可提高公众 CPR 知识掌握情况：顾亚楠

等［7］总结了深圳市宝安区公众急救培训“宝安模式”的经

验及“按需培训”的理论，认为采用“按需培训”的公众急救

培训方法是科学的。目前我国尚缺乏规范的急救培训模式，

公众对急救培训的内容需求也不同。王露平等［8］对湖南地

区公众 CPR 能力的调查发现，公众很愿意接受 CPR 培训，

乐意协助抢救身边有突发心搏骤停的患者。凌传仁等［9］对

广东省内和部分省外公众的调查发现，公众更希望在医院或

社区得到专业的 CPR 培训。本次调查显示，宁南山区公众

经培训后 CPR 知识评分较培训前明显提高，与上述研究结

果一致。分析原因可能是因为培训师资都是专业医护人员，

全程在社区进行，提高了公众参与及坚持培训的积极性；同

时也证明公众更愿意接受并坚持专业人员的急救培训。

3.2   PTC 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公众 CPR 技能掌握程度：心

血管病位居人类致死性疾病的首位，心搏骤停是危及人类生

命健康的一个重要原因。心搏骤停最初 3～5 min 内开展有

效的 CPR，可将患者存活率提升至 49%～75%，每推迟 1 min

开展 CPR，其存活率可降低 7%～10%［10］。因此，对公众人

员加强 CPR 培训能有效提高心搏骤停患者的存活率，降低

病死率。李月明等［11］研究发现，通过 PCT 模式开展培训能

提升医护人员对于创伤严重患者的应急救治能力，激发学

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其学习兴趣，从而提高其急

救意识和技能。而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宁南山区公众经 PTC 

教学模式培训后操作考核评分及操作合格率均较培训前明

显提高，分析原因为采用 PTC 教学模式在培训过程中，把讲

座、传授技能、场景模拟、小组讨论以及考核等充分结合起

来，重视知识完整性，将教、学与做融于一体，把零散的知识

有效地衔接起来，促使公众自行思考，充分培养其解决问题

的能力，激发起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增强其自信心和团

队意识，确保公众在一个轻松环境中进行 CPR 知识和技能

学习，进而提升了培训效果。

  本次培训总结以下几点体会：① 培训对象均是非专业

人员，因此培训时内容需简单且实用。② 通过列举实例加

强公众对于 CPR 知识重要性的认识，以提高其急救意识。 

③ 培训时应反复练习，促使学员能够充分理解和实施 CPR

技术。④ 建议有关急救专家可在医疗原则允许情况下，合

理制定出适用于对公众开展培训相对简单的 CPR 技术，确

保培训者能在有限条件及时间内将核心知识授予公众。

  不足之处：本次培训前未进行需求调查，只是参考其他

省份公众培训需求设计培训方案，在后期可根据宁南山区公

众培训需求进行强化培训，以巩固培训效果。

  总之，宁南山区公众普遍缺乏 CPR 知识及技能，采用

PTC 模式有助于提高公众 CPR 培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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