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报告·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４．２１．０２８

重庆市大学生现场急救培训需求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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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了解重庆市大学生现场急救培训需求现状，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学生现场急救培训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分

层随机抽样法，对重庆市６所大学１２３２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９０．９％的大学生希望自己能掌握现场急救知识和技能，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对学习现场急救知识的态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重庆市大学生最希望了解的现场急救知识是“外

伤紧急止血”（占７４．８％），最喜欢的学习方式是“到医院或急救中心参观学习”（占４７．７％），最喜欢的现场急救培训学习方式是

“理论讲授＋观看教学视频或老师示范操作＋学生课堂操作练习”（占６３．６％），最喜欢的操作学习方式是“老师指导，所有学生分

成两人一组，相互进行操作练习”（占６５．９％），并且在性别和专业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调查结果显示，４３．５％的大

学生从未接受过现场急救培训，重庆市大学生接受现场急救培训的频率均较低，有４８．６％的大学生２年以上才接受１次培训，仅

有１３．１％的大学生“完全有信心做好”。结论　重庆市大学生现场急救知识培训需求愿望强烈，并且存在性别和专业上的需求差

异，过往急救培训的状况极差，亟待相关部门给予重视，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急救培训方案，提高大学生急救自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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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各种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频繁发生，如果伤者在现

场能得到及时、正确、有效的急救，可使损伤减少到最低程度，

为以后治疗成功获得可贵的时间及机会，最大程度提高今后的

生活质量，这是现场急救的重要性所在。如何进行有效的现场

急救有赖于公众急救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水平。目前，我国在现

场急救培训方面存在公众急救知识普及不足、急救培训方式落

后，以及心肺复苏知识、技能掌握情况和技能保持力方面不佳

等问题［１３］。因此，如何提高急救培训的效果已成为重要的研

究课题。

有文献报道，学校教育是普及急救知识和提高居民素质的

最佳、最有效的途径［４］。大学生整体素质较高，易于接受和掌

握新知识，因此，选择大学生作为培训对象，开展现场急救培

训，不仅有利于大学生自身整体素质的提高，更有利于公众急

救普及率的提高。

作者希望通过此研究，全面了解重庆市在校大学生的现场

急救培训现状及需求情况，充分利用学校这个载体，为积极探

索设置简单实用的现场急救培训课程、开展学校现场急救技能

培训提供依据，期待有效提高大学生应对意外伤害的急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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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根据地理位置差异，选择重庆市具有代表性

的６所大学进行调查研究，即重庆大学、西南大学、重庆理工大

学、重庆邮电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和重庆文理学院。被调查的

大学生平均年龄（２０．２±２．４）岁，其中男６６５人，女５６７人。

１．２　方法　首先进行预调查，根据预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最终

确定的调查问卷由３个部分组成，包括个人基本情况、现场急

救知识与技能知晓情况及现场急救需求、途径、培训现状和建

议。采用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分别对重庆市６所大学进行正

式问卷调查。所有调查人员均接受过专门培训，调查以学校为

单位进行，问卷统一发给研究对象，并当场收回问卷。

１．３　统计学处理　调查数据采用双录入法，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

件录入，建立相应数据库，并将结果导入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

整理和统计分析，多组间率的比较用χ
２ 检验，犘＜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大学生对急救知识的需求和兴趣　９０．９％的大学生希望

自己能掌握现场急救知识和技能，仅有５．７％认为“无所谓，学

点也行”。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对学习现场急救知识的态度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而不同专业大学生的学习态度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大学生希望了解的急救知识　大学生最希望了解的现场

急救知识是“外伤紧急止血”，占７４．８％。与女生相比，男生在

“外伤紧急止血”、“伤口的包扎”、“溺水的现场急救”、“中暑的

现场处理”、“烧烫伤的现场处理”和“异物窒息的急救”方面的

需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而与文科生相比，理科生

在“心肺复苏术”、“外伤紧急止血”、“骨折的固定”、“伤员的搬

运”、“溺水的现场急救”、“中暑的现场处理”和“烧烫伤的现场

处理”方面的需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大学生喜欢的急救培训学习方式　大学生最喜欢的学习

方式是“到医院或急救中心参观学习”，占４７．７％。与女生相

比，男生在“学校设立现场急救培训课程学习”、“看电视学习”

和“到医院或急救中心参观学习”几种培训学习方式上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与文科生相比，理科生在“学校设立现

场急救培训课程学习”和“到医院或急救中心参观学习”上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３。

表１　　大学生看待学习现场急救知识的态度［狀（％）］

如何看待学习现场急救知识 男生 女生 文科 理科 合计

希望自己能掌握现场急救知识和技能 ５８９（５２．６） ５３１（４７．４） ４２４（３７．９） ６９６（６２．１） １１２０（９０．９）

无所谓，学点也行 ４６（６５．７） ２４（３４．３） ２９（４１．４） ４１（５８．６） 　７０（５．７）

事不关己，觉得那是专业急救人员的事 １６（７６．２） ５（２３．８） ８（３８．１） １３（６１．９） 　２１（１．７）

觉得没用，不愿意学习 １４（６６．７） ７（３３．３） ８（３８．１） １３（６１．９） 　２１（１．７）

表２　　大学生希望了解的现场急救知识［狀（％）］

最希望了解的现场急救知识 男生 女生 文科 理科 合 计

心肺复苏术 ４２６（５４．８） ３５１（４５．２） ３１６（４０．７） ４６１（５９．３） ７７７（６３．１）

外伤紧急止血 ４６６（５０．５） ４５６（４９．５） ３５５（３８．５） ５６７（６１．５） ９２２（７４．８）

伤口的包扎 ３９１（４９．４） ４０１（５０．６） ３０７（３８．８） ４８５（６１．２） ７９２（６４．３）

骨折的固定 ３１２（５４．９） ２５６（４５．１） ２４２（４２．６） ３２６（５７．４） ５６８（４６．１）

伤员的搬运 ２０５（５６．０） １６１（４４．０） １５７（４２．９） ２０９（５７．１） ３６６（２９．７）

溺水的现场急救 ２７６（４７．８） ３０１（５２．２） ２４４（４２．３） ３３３（５７．７） ５７７（４６．８）

中暑的现场处理 ２９９（４５．７） ３５５（５４．３） ２７５（４２．０） ３７９（５８．０） ６５４（５３．１）

烧烫伤的现场处理 ２９７（４６．０） ３４９（５４．０） ２７６（４２．７） ３７０（５７．３ ６４６（５２．４）

异物窒息的急救 ２２２（４９．４） ２２７（５０．６） １８５（４１．２） ２６４（５８．８） ４４９（３６．４）

表３　　大学生喜欢的急救培训学习方式［狀（％）］

最喜欢的学习方式 男生 女生 文科 理科 合 计

定期安排专家讲座 ２３３（５８．０） １６９（４２．０） １４９（３７．１） ２５３（６２．９） ４０２（３２．６）

学校设立现场急救培训课程学习 ３８４（５１．３） ３６４（４８．７） ３０５（４０．８） ４４３（５９．２） ３２１（２６．１）

上网学习 ２２９（５８．６） １６２（４１．４） １５２（３８．９） ２３９（６１．１） ３９１（３１．７）

报刊、杂志或专业书籍 ２１２（５２．５） １９２（４７．５） １６９（４１．８） ２３５（５８．２） ４０４（３２．８）

看电视学习 ２５９（５０．２） ２５７（４９．８） ２１０（４０．７） ３０６（５９．３） ５１６（４１．９）

听广播学习 ６４（５３．８） ５５（４６．２） ４９（４１．２） ７０（５８．８） １１９（９．７）

到医院或急救中心参观学习 ２６８（４５．６） ３２０（５４．４） ２５８（４３．９） ３３０（５６．１） ５８８（４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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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大学生喜欢的培训学习方式［狀（％）］

最喜欢的培训学习方式 男生 女生 文科 理科 合计

单纯理论讲授，无需操作训练 ７９（８３．２） １６（１６．８） ３２（３３．７） ６３（６６．３） ９５（７．７）

理论讲授＋观看教学视频 ２１１（５４．９） １７３（４５．１） １４６（３８．０） ２３８（６２．０） ３８４（３１．２）

理论讲授＋观看老师示范操作 ２１０（５２．６） １８９（４７．４） １５７（３９．３） ２４２（６０．７） ３９９（３２．４）

理论讲授＋学生课堂操作练习 ２１９（５２．６） １９７（４７．４） １７３（４１．６） ２４３（５８．４） ４１６（３３．８）

理论讲授＋观看教学视频或老师示范操作＋学生课堂操作练习 ３７１（４７．３） ４１３（５２．７） ３１７（４０．４） ４６７（５９．６） ７８４（６３．６）

表５　　大学生喜欢的操作学习方式［狀（％）］

最喜欢的操作学习方式 男生 女生 文科 理科 合 计

学生观看视频或老师对假人进行操作练习即可，无需亲自操练 １２５（６９．１） ５６（３０．９） ６８（３７．６） １１３（６２．４） １８１（１４．７）

老师在课堂上示范，并请１～２个学生进行操作练习，其余学生只

看不练
１９４（６０．４） １２７（３９．６） １１６（３６．１） ２０５（６３．９） ３２１（２６．１）

老师指导，每个学生轮流对假人进行操作练习 ２６９（５０．０） ２６９（５０．０） ２０９（３８．８） ３２９（６１．２） ５３８（４３．７）

老师指导，所有学生分成两人一组，相互进行操作练习 ４１６（５１．２） ３９６（４８．８） ３３６（４１．４） ４６７（５８．６） ８１２（６５．９）

２．４　大学生在学校培训中最喜欢的学习方式　大学生最喜欢

的现场急救培训学习方式是“理论讲授＋观看教学视频或老师

示范操作＋学生课堂操作练习”，占６３．６％，而仅有７．７％的大

学生选择“单纯理论讲授，无需操作训练”。与女生相比，男生

对“单纯理论讲授，无需操作训练”和“理论讲授＋观看教学视

频或老师示范操作＋学生课堂操作练习”这两种方式上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与文科生相比，理科生在“理论讲授＋

观看教学视频或老师示范操作＋学生课堂操作练习”上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４。

２．５　大学生在现场急救操作学习过程中喜欢的方式　大学生

最喜欢的操作学习方式是“老师指导，所有学生分成两人一组，

相互进行操作练习”，占６５．９％，并且性别和专业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５。

２．６　大学生现场急救培训状况　４３．５％的大学生从未接受过

现场急救培训，而接受过培训的大学生最多的是在“学校课堂”

进行培训学习（４２．１％）。另外，大学生接受现场急救培训的频

率均较低，有４８．６％的大学生２年以上才接受１次培训。有

４５．７％的大学生所接受的急救培训是不需要考试的，仅有１３．

１％的大学生“完全有信心做好”。见表６。

表６　　大学生现场急救培训状况

项目 人数（狀）百分比（％）

曾在哪些部门接受过现场急救培训

　医院或急救中心 １４９ １２．１

　学校课堂 ５１９ ４２．１

　红十字会 １０４ ８．４

　志愿者服务中心 １６７ １３．６

　社区或街道 １０５ ８．５

　工厂或企事业单位 ２３ １．９

　从未接受过现场急救培训 ５３６ ４３．５

曾经接受现场急救培训的频率

　＜０．５年１次及以上 ９９ １３．４

　０．５～１年１次 １２６ １７．１

续表６　　大学生现场急救培训状况

项目 人数（狀）百分比（％）

　＜１～２年１次 １５４ ２０．９

　＞２年１次 ３５９ ４８．６

曾经接受的现场急救培训以哪种方式进行考核

　只有理论考试 １３７ １８．６

　只有技能操作考试 ７０ ９．５

　理论＋技能操作考试结合 １９３ ２６．２

　不需要考试 ３３７ ４５．７

通过培训，认为自己是否能进行正确的现场急救

　完全有信心做好 ９７ １３．１

　可以试试，但不知能否做好 ４７８ ６４．８

　没有信心，不敢现场急救 １２２ １６．５

　完全不知该怎么急救 ４１ ５．６

３　讨　　论

目前，国外很多国家都已建立了完善的急救体系，并通过

法律、法规的形式倡导公众普及急救培训，对参与救治人员提

供法律保障，将急救知识纳入学校教育计划，大中学校师生都

必须接受现场急救培训，对公众现场急救培训的承担机构、培

训时间、培训内容等也做了明确规定和要求［５７］。迄今为止，我

国尚未建立针对普通民众的急救培训统一模式，虽有一些针对

非专业人员的培训，但培训对象多为特殊人群，如警察、参与国

际赛事志愿者等［８１０］。

国外的培训模式多由国家出资建立专门机构负责培训，但

我国经济相对落后，急诊专业建设滞后，照搬国外模式，不仅无

法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就目前的急诊专业人员队伍也不足以

支撑起众多培训机构的运转，所以探讨新的急救培训模式势在

必行。在培训对象上，考虑大学生整体素质较高，并且易于接

受和掌握新知识，如果对他们进行现场急救培训，不仅有利于

大学生自身整体素质的提高，更有利于公众急救普及率的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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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大学生作为急救培训的重点人群，首先要做的就是要

了解大学生对急救知识的需求、态度和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

这样才能为开设大学生急救培训课程提供有力证据，不仅可以

提高培训效果，还能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调查结果显示，９０．９％的大学生希望自己能掌握现场

急救知识和技能，仅有１．７％的同学认为“事不关己”和“觉得

没用”，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对学习现场急救知识的态度有显著

性差异（犘＜０．０５）。说明大多数大学生对现场急救知识有强

烈的需求，并希望自己能掌握相关技能，这与相关文献报道结

果一致［１１１３］。

另外，结果还显示重庆市大学生最希望了解的现场急救知

识是“外伤紧急止血”（占７４．８％），最喜欢的学习方式是“到医

院或急救中心参观学习”（占４７．７％），最喜欢的现场急救培训

学习方式是“理论讲授＋观看教学视频或老师示范操作＋学生

课堂操作练习”（占６３．６％），最喜欢的操作学习方式是“老师

指导，所有学生分成两人一组，相互进行操作练习”（占

６５．９％），并且在性别和专业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说明重庆市大学生对现场急救知识的需求和学习方式

都有各自的喜好。如果对他们进行现场急救培训，不能简单照

搬传统的课程内容设置和理论授课模式，而应针对大学生的性

别和专业做出相应调整，这样才能提高培训效果。

４３．５％的大学生从未接受过现场急救培训，而接受过培训

的大学生最多的是在“学校课堂”进行培训学习（占４２．１％）。

另外，重庆市大学生接受现场急救培训的频率均较低，有

４８．６％的大学生２年以上才接受１次培训，有４５．７％的大学

生所接受的急救培训是不需要考试的。关于重庆市大学生现

场急救培训后的施救信心调查发现，仅有１３．１％的大学生“完

全有信心做好”，还有５．６％的大学生在培训后“完全不知该怎

么急救”。说明学校课堂是大学生学习急救知识的最好场所，

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急救培训复训时间长，并且培训松散，

没有严格考试程序，仅有少量比例的大学生有信心进行急救，

可见培训效果很不理想。因此，亟待相关部门给予重视，并制

定有针对性的急救培训方案，提高大学生急救自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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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张悦．漯河市无偿献血人群 ＨＢｓＡｇ、抗ＨＣＶ、抗ＨＩＶ感

染情况分析［Ｊ］．中国输血杂志，２０１２，２５（８）：７７４７７６．

［７］ 宋秀萍，刘继文，梅静，等．乌鲁木齐地区无偿献血者血液

检测结果及影响因素分析［Ｊ］．新疆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０，

３３（４）：４２６４２８．

［８］ 潘月霞，蒋玲．银川市无偿献血者血液传染性标志物检测

结果分析［Ｊ］．宁夏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２（１）：１３２１３３．

［９］ 黄新宝，杨坤．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贵港市无偿献血者梅毒感染

情况分析［Ｊ］．中国输血杂志，２０１１，２４（２）：１３６１３７．

［１０］蓝光华，傅慧明，黎火佳，等．广西农民工艾滋病知识态度

行为现状调查分析［Ｊ］．中国艾滋病性病，２００８，１４（３）：

２８３２８４．

［１１］韩慧，杨向萍，冯飞，等．海南省无偿献血者 ＨＩＶ感染状

况的调查分析［Ｊ］．中国输血杂志，２０１０，２３（２）：１３４１３５．

［１２］孙家志，卞璐．北京市无偿献血者传染性指标的调查分析

［Ｊ］．中国输血杂志，２０１２，２５（９）：８７１８７２．

［１３］徐瑾．黔东南地区无偿献血者血液传染指标检测结果

［Ｊ］．中国输血杂志，２０１１，２４（２）：１４０１４１．

［１４］侯建华，陈林琴．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高邮市无偿献血者血液

检测结果分析［Ｊ］．中国输血杂志，２０１１，２４（１１）：９７１９７２．

［１５］张红霞，李仲平．广州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无偿献血状况及

血液检测不合格原因分析［Ｊ］．中国输血杂志，２０１２，２５

（７）：６８０６８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２２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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