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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复苏(CPR)是最重要、最基本

的抢救生命的理论和技术，CPR和气管

插管术是对各类患者抢救过程中最重

要、最常用的急救手段[1]。现场对心搏、

呼吸停止患者采用正确的CPR和保持

呼吸道通畅已成为患者生死的关键，同

时，随着《国际心肺复苏指南》的反复修

订与不断完善，抢救措施更趋合理，心肺

脑复苏(CPCR)成功率也逐年上升[2]。但

在目前的医学院校教学中，CPR和气管

插管术并不是教学的重点内容，学生对

CPR等急救技术的了解仅限于书本知

识，缺乏临床实践[1]，仓促上阵，遇到心

搏骤停时很难完成标准的CPR。因此，

设计科学、详细的CPR和气管插管术培

训计划，强化医学生对CPR和气管插管

术的训练，让学生早期接触临床患者，将

CPR的教学模型应用于临床教学，提高

医学生的急救技能质量，实施“理论一见

习一实习”三阶段教学质量，实行全程监

控的改革，将CPR技能操作作为临床医

学生毕业技能考试的一部分，力争培养

出高层次、高素质的医学人才，是我院

2003年以来在“临床教学工作中实施全

程教学质量监控的改革与实施”教学研

究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1临床资料

1．1调查对象及方法：以汕头大学医学

院2001--2002级实习生为调查对象，以

医学院毕业技能考试标准与学生考试成

绩为基本情况资料，以准备、判断、操作、

理论回答与考试结果等作为调查研究内

容。将学生的毕业技能考试标准与学生

考试成绩等项目列入调查表，应用SPSS

13．0软件建立数据库并完成统计运算，

基金项目：广东省医学科学技术研究基

金资助项目(WSTJJ2006111644)

作者简介：徐敏丽(1957一)，女(汉族)，

广东省人，副主任护师，Email：xuminli317@

yahoo．cost．cn。

表I 2001年和2002年5家医院实习生毕业技能考试成绩 分

注：与附二院同年比较，-P<O．05，6P<O．01；与附一院同年比较，cP<0．01，与深圳医院

同年比较，4P<0．05I与北大医院同年比较，。P<0．01

以均数±标准差(z士s)表示，并对资料

进行方差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LSD

法，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2结果：两年5家医院实习生毕业技

能考试成绩(表1)分析表明，2001年，

5家医院间成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6．886，P=0．000)，其中省人民医

院实习生考试成绩明显高于其他医院

(P<0．05或P<0．01)。2002年5家医

院学生考试成绩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F一0．073，p_--0．990)。

2讨论

2．1在教学中建立全方位的急救培训

计划：增加相关理论知识内容，将国际

CPR最新进展和临床实际案例有机结

合进行讲授和分析，并在课堂上配合模

拟仿真教具进行讲解，使学生能掌握这

些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增加对临床急救的

感性认识和实际处理能力。改革教学手

段的方式，如利用多媒体教学加深学生

记忆，帮助理解知识，增强感性认识，提

高学习效果；建立模拟技能培训室，进行

模拟仿真训练；利用卫星远程教学，通过

卫星直播学术讲座和学术讨论的方式，

扩展学生的学术视野，了解本专业当前

的新动态、新知识‘“，培养学生汲取知

识、掌握自我学习、终身学习的能力和创

造性思维能力；鼓励学生参加医院各种

学术讲座、学术活动、科室教学讲课、病

例讨论和教学管理部门每季度安排的一

些共性课程；重视实践，充分利用综合大

医院病源、病种丰富的优势让学生早期

接触临床，尤其重视在急诊科、重症加强

治疗病房的实践。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

量，带教老师专门为学生组织临床教学

查房，参加疑难、危重病例、死亡病例讨

论，为学生刨造更多的动手机会n]。

2．2强化多站考核制度，保证培训效

果：重视见习阶段的理论学习，使学生熟

练掌握现场CPR的知识和技能；结合临

床实践，强化规范化培训；现场CPR技

能操作考试则以现实生活中意外事故为题

目，模拟急救现场。经过严格的急救培训，

我院学生基本急救技能掌握扎实，毕业技

能考试成绩连续两年排列各教学医院第一

名，得到学校和用人单位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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