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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调查心脏猝死"

HJI

$高危患者主要照顾者心肺复苏"

JNM

$知识&态度&行为现状%方法
!

/1!(

年
!]*

月以

方便抽样方法抽取于该院心内科住院的
HJI

高危患者的主要照顾者
!-0

名!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其
JNM

知识&态度&行

为进行现状调查!并分析影响因素%结果
!

HJI

高危患者主要照顾者
JNM

知识&态度&行为得分率分别为
-*),($

&

*.)/*$

&

/0)/.$

#

HJI

高危患者主要照顾者的文化程度&居住地&健康状况&培训经历&急救经历及患者患病时间均为
JNM

知识&态度&行

为的影响因素"

%

"

1)1(

$%结论
!

HJI

高危患者主要照顾者
JNM

知识&态度&行为现状较差!应加强
JNM

培训!提高其知识&态

度&行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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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猝死"

?5;;<369D;296;<97#

#

HJI

$是指急性症状发作

后
!#

内发生的#以意识突然丧失为特征#因心脏原因引起的

自然死亡%

!

&

#是院外心血管疾病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

/

&

!据统

计#我国每年约有
(.).

万人死于
HJI

#占全球死亡人数的

!

'

.

%

-

&

#

HJI

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重大公共卫生问

题!导致
HJI

的直接原因是心脏骤停"

?5;;<36D;2969DD<?7

#

HJE

$!由于
HJE

常在不可预期的情况下发生#因此有
+1$

!

,1$

的
HJE

发生在医院以外的场所#并且以家庭最为多见%

.

&

#

且第一目击者通常为与患者一起居住的家属%

(

&

!第一目击者

若能及时实施有效的心肺复苏"

JNM

$#患者的生存率可提高近

.

倍%

*

&

#能最大限度地挽救生命*减轻伤残#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

+>0

&

!第一目击者是否及时实施基础生命支持取决于其知

识*态度及行为"以下简称知信行$

%

!1

&

!本课题拟通过调查

HJI

高危患者主要照顾者
JNM

知信行现状#为
HJI

高危患者

家属提供
JNM

理论和技能培训提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1!(

年
!]*

月以方便抽样方法对本院心内

科住院的
HJI

高危患者的主要照顾者
!-0

名进行
JNM

知信

行调查!

HJI

高危患者指被临床明确诊断为以下几类疾病的

患者%

!!>!/

&

("

!

$冠心病)"

/

$心肌病)"

-

$致命性心律失常#尤其是

室速*室颤)"

.

$心功能不全#且左室射血分数小于或等于

-($

)"

(

$

f>S

间期延长综合征)"

*

$

FD5

&

9;9

综合征!纳入标

准("

!

$与
HJI

高危患者长期居住的主要照顾者)"

/

$意识清

楚#能正常交流)"

-

$愿意配合调查!排除标准("

!

$患者已安装

埋藏式心脏转复除颤器"

AJI

$)"

/

$照顾者为医务人员!

!)"

!

方法

!)")!

!

调查工具
!

"

!

$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问卷#内容包括(

年龄*性别*居住地*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培训*急救经历*患者

患病时间!"

/

$

JNM

知信行测评问卷#遵循-知
>

信
>

行.的健康

教育模式#根据
/1!1

年美国心脏学会"

ERE

$

JNM

及心血管急

救指南%

!-

&

#查阅相关文献#并结合临床经验自行设计
JNM

知

信行现状测评问卷#包括
JNM

知识*态度问卷及行为操作考核

评分表!采用专家评定法确定问卷的效度为
1)0!!

#对
!(

名

照顾者进行预调查#问卷的
JD83V96#?̀

"

系数为
1)+/0

!知识问

卷涉及
JNM

基本知识*胸外心脏按压*人工呼吸*复苏效果判

断#共
/,

题#每题赋值
/

分#总分
(*

分!态度问卷涉及执行

((0/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四川省泸州市科技计划项目"

!(!.(

$!

!

作者简介$黄永丽"

!0+/]

$#副主任护师#本科#主要从事心内科临床护理及管理方面

的研究!



JNM

的必要性及培训*实施意愿#共
!1

题#采用
'2Z<D7.

级评

分法#-完全没有.计
1

分#-一般没有.计
!

分#-有些.计
/

分#

-非常有.计
-

分#总分
-1

分!行为操作考核评分表参照本省

技术操作考核标准制订#包括评估判断*呼救*胸外心脏按压*

人工呼吸*复苏效果判断*综合评价#总分
!11

分!得分率
O

实

际得分'总分
h!11$

!

!)")"

!

调查方法
!

采用面对面访谈形式#向调查者介绍调查

的目的*意义*方法*所需时间#用通俗易懂的统一指导语进行

知识*态度调查#应用
JNM

模型进行行为操作!共发出调查问

卷及操作表
!.1

份#回收
!-0

份#回收率
00)-$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NHH!*)1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
!""

表示#比较采用
$

检验或方差分析)计数资料

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比较采用
!

/ 检验)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

元
:8

&

2?726

回归分析#相关性分析采用
N<9D?83

相关分析!以

%

"

1)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被调查者基本情况
!

!-0

名调查对象#年龄
/+

!

+-

岁#

平均"

(-).,"!0)0*

$岁#其中小于
-1

岁者
!1

名"

+)!0$

$#

-1

!"

*1

岁者
,-

名"

(0)+!$

$#

(

*1

岁者
.*

名"

--)10$

$)男

((

名"

-0)(+$

$#女
,.

名"

*1).-$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0

名"

/,)1*$

$#初中及高中
+(

名"

(-)0*$

$#大专及以上
/(

名

"

!+)0,$

$)居 住 地(城 市
+(

名 "

(-)0*$

$#农 村
*.

名

"

.*)1.$

$)自觉健康状况(良好
-0

名"

/,)1*$

$#一般
,0

名

"

*.)1-$

$#差
!!

名"

+)0!$

$)培训经历(有
!0

名"

!-)*+$

$#

无
!/1

名"

,*)--$

$)急救经历(有
!/

名"

,)*-$

$#无
!/+

名

"

0!)-+$

$)患者患病时间(

"

-

年
.,

名"

-.)(-$

$#

(

-

年
0!

名"

*().+$

$!

")"

!

被调查者
JNM

知信行情况
!

照顾者知识*态度及行为得

分分别为"

/1)*."()0.

$*"

!0)/,".)+-

$*"

/0)/."!!)(1

$分#

得分率分别为
-*),($

*

*.)/*$

*

/0)/.$

!其中
/1),*$

"

/0

'

!-0

$的照顾者对
JNM

不知晓#

!!)(!$

"

!*

'

!-0

$认为
JNM

是

医护人员的职责#仅
()1.$

"

+

'

!-0

$的照顾者知识得分较高!

")#

!

被调查者
JNM

知信行相关性分析
!

N<9D?83

相关分析显

示#主要照顾者知识与态度*行为得分均呈正相关"

2O1)/0+

*

1)--*

#

%

"

1)1(

$#态度与行为得分亦呈正相关"

2O1)-0!

#

%

"

1)1(

$!

")D

!

被调查者者
JNM

知信行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

单因

素分析显示(不同年龄*性别被调查者知识*态度*行为得分及

知信行总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年龄(

DO!)-,/

*

1)(+*

*

1)/01

*

!)-1/

#

%O1)/(.

*

1)(*-

*

1)+.0

*

1)/+(

)性别(

DO!)11.

*

]!)+/0

*

1).!1

*

1)//+

#

%O1)-!+

*

1)1,+

*

1)*,/

*

1),/!

$)不同文化程度*居住地*健康状况*有无培训经历*有无

急救经历及不同患者患病时间的被调查者知识*态度*行为得

分及知信行总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文化程度(

DO

.)01!

*

*)++.

*

-)0(!

*

!1)10+

#

%O1)110

*

1)11/

*

1)1/!

*

1)111

)

居住地(

DO/)1++

*

/)*1(

*

/)!!-

*

-)+*!

#

%O1)1.1

*

1)1!1

*

1)1-*

*

1)111

)健康状况(

DO.)1**

*

*),1*

*

-)-/0

*

-)*!!

#

%O

1)1!0

*

1)11/

*

1)1-0

*

1)1-1

)培训经历(

DO-)(./

*

/)0*,

*

/)+!*

*

.),0+

#

%O1)11/

*

1)11+

*

1)1!/

*

1)111

)急救经历(

DO

/)*-1

*

/),.-

*

.)0!,

*

()./1

#

%O1)1//

*

1)1!.

*

1)111

*

1)111

)患

者患病时间(

DO]/)!,+

*

]/).1!

*

]/)/0-

*

]-)-!!

#

%O

1)1-!

*

1)1!,

*

1)1/.

*

1)11!

$#见表
!

!

表
!

!!

HJI

高危患者主要照顾者
JNM

知信行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

"分#

变量
#

知识得分 态度得分 行为得分 知信行总分

年龄"岁$

!"

-1 !1 !*)11"-)/* !+)01".)0- /+)*1"!()// *!)(1"!()/.

!

-1

!"

*1 ,- !,)!,".)-, !0)-/"-)*/ /0)*!"0)*/ *+)!/"!!)01

!(

*1 .* !+).-".)/( !,),*"()!1 /,)(,",),, *.),0"!1),1

性别

!

男
(( /!),0"*)+! !*)0/"().* /*)(*"!!)*. *()-,"!/)*.

!

女
,. /1)*0"+)!( !,)..".)-/ /()*("!.)-/ *.)+,"!,)-1

文化程度

!

小学及以下
-0 !()-,".)+/ !,)1/"()0, !.)*!"()/- .,)1/"!!)(0

!

初中及高中
+( !+)(+".)*. !0)0."-)(! !+)!-",)(/ (.)*("!/)-(

!

大专及以上
/( !0)!/"()*/ //)!/"-)+1 /1)1."+)*! *!)/,"0)-*

居住地

!

城市
+( !0)+/"*)+1 /1)0,"(),( /()0-"!!)-1 **)*."!!)*!

!

农村
*. !+)(0"()-( !,)+,".)1* //)1!"!1)0/ (,)-0"!-),,

健康状况

!

良好
-0 !,)**"*)-* /!)/("()+0 -/),+"!1).- +/)+0"!!).!

!

一般
,0 //)!!"+).( !0)--".)/- -()1*"!.)(( +*)(!"!*)0+

!

差
!! /.)!,"+)+* !().(".)1, /.)10"!-)*+ *-)+/"!*)-(

培训经历

!

有
!0 /()/*"*)+1 /!)-!".)0! -()-!"!!)+* ,!),0"!.)1*

*(0/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续表
!

!!

HJI

高危患者主要照顾者
JNM

知信行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

"分#

变量
#

知识得分 态度得分 行为得分 知信行总分

!

无
!/1 !0).1"*)*! !+)+.".)** /+)-."!/)*. *.).0"!*)-!

急救经历

!

有
!/ /*),-",)(. //)--"()1( .,)(,"!/)/+ 0+)+("!,)!/

!

无
!/+ /1)!+"*).1 !,)1-".)(* -1)!0"!-).. *,).1"!()++

患者患病时间"年$

!"

- ., /()1*".)!- !,)++"()-, -0)*1"!/)./ ,-).-"!().1

!(

- 0! /+)1!"*)-! /!)11".),( ..)0-"!.)!1 0/)0."!+)--

")E

!

调查者
JNM

知信行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

将文化程

度*居住地*健康状况*培训经历*急救经历及患者患病时间作

为自变量#知识*态度*行为得分及知信行总分作为因变量#进

行多元
:8

&

2?726

回归分析#上述自变量均为
HJI

高危患者主要

照顾者
JNM

知信行的影响因素#见表
/

!

表
/

!!

HJI

高危患者主要照顾者
JNM

知信行

!!!

影响因素的多元
:8

&

2?726

回归分析

项目
K AB

"

$ %

常数项
(0)0* /).-* ] ,)**/ 1)111

文化程度
/)+*. 1),/0 1)!** -)--/ 1)11!

居住地
-)-10 !)!1/ 1)!., -)11/ 1)11-

健康状况
-)1!( 1)0(0 1)!(- -)!.- 1)11/

培训经历
].),+. !)(,. ]1)!(1 ]-)1++ 1)11/

急救经历
/)-10 1)01/ 1)1*, /)11! 1)1//

患者患病时间
]!),/! 1)+1! ]1)1,( ]/)+-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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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结果显示#

HJI

高危患者的主要照顾者
JNM

知识

掌握较差#得分率为
-*),($

#

/1),*$

的照顾者对
JNM

不知

晓#

,*)--$

的照顾者从未接受过培训#说明
JNM

普及率低下#

这与文献%

!.>!(

&的研究结果相似!

!!)(!$

的照顾者认为

JNM

是医护人员的职责#主要集中在学历较低和居住在农村

的患者亲属!仅
()1.$

的照顾者知识得分较高#其中多接受过

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照顾者
JNM

态度得分率为
*.)/*$

#

其中得分最高的是-您参加
JNM

知识培训的意愿.#由此可见#

照顾者对于
JNM

培训 表 现 出 较 强 的 主 观 需 求 和 兴 趣!

0-)(/$

"

!-1

'

!-0

$的照顾者愿意在关键时刻对亲属实施

JNM

#这可能与照顾者多是患者的直系亲属有关!仅
*).+$

"

0

'

!-0

$的照顾者不愿意实施#主要认为
JNM

专业性强#操作

难度大#担心实施后没有效果#甚至认为即使掌握方法也难以

保证患者存活!另有
/)!*$

"

-

'

!-0

$的老年照顾者表示会由

于心理承受能力不够而不愿参加救护!提示照顾者急救意识

较差#对
JNM

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对自己正确运用和实施
JNM

缺乏自信!照顾者
JNM

行为得分较知识*态度得分更低#得分

率为
/0)/.$

#可能是由于这些照顾者大多未接受过专业培

训!调查结果还提示#仅
!*)(.$

"

/-

'

!-0

$的照顾者能正确操

作胸外心脏按压#其中
/

'

-

通过电视*网络#患者住院期间的观

察#以及健康宣教资料学习#仅
!

'

-

照顾者接受过正规的培训!

++),1$

"

!1,

'

!-0

$的照顾者能正确判断意识和呼吸#而对大动

脉搏动的判断*胸外心脏按压的频率与深度#以及开放气道的

方法不能准确掌握!因此#笔者建议在心脏科设立专门的健康

教育区域#配备
JNM

模型#以播放录像*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

座*操作示范与指导相结合的形式#有针对性地对猝死高危患

者家属#尤其是长期照顾者进行培训#重点内容为胸外心脏按

压*开放气道的方法#帮助其认识
JNM

的重要性*紧迫性*增强

其对急救知识的了解#发挥第一目击者现场施救的目的#提升

复苏成功率%

!*

&

!

本研究显示#不同文化程度*居住地*健康状况*急救*培训

经历*患者患病时间的照顾者知识*态度和行为得分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1(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照顾者各项

得分均较高#可能与其自主学习*理解接受知识的能力较强#更

善于发现问题和乐于接受培训#更加注重健康知识的获取有

关!城区患者的照顾者得分明显高于农村#可能与农村居民的

信息*道路*医疗资源受到制约有关!自觉健康状况良好的照

顾者其知识*态度*行为更好#可能是因为
JNM

对操作者的体

力有一定要求#对于健康状况较差的照顾者来说实施有一定难

度!有过培训*急救经历的照顾者#其
JNM

知识*态度*行为得

分明显高于没有相关经历的照顾者#可能原因是接受过培训*

有过急救经历的照顾者对
JNM

有一定了解#更有信心实施

JNM

!提示培训是获得
JNM

知信行的基础%

!-

&

#是克服
JNM

实

施障碍因素#提供
JNM

急救的关键%

!+

&

!患者患病时间大于
-

年的照顾者#其知识*态度*行为得分高于患病时间小于
-

年

者#可能原因是患者病程长#就医*住院次数多#照顾者亲眼目

睹救护过程#提高了学习急救知识的主动意识和责任感!

HJI

是我国最常见的院前死亡原因%

!,

&

!及时采取高质量

的现场
JNM

是提高患者生存率的重要环节#决定着患者的预

后%

0

&

!本次调查显示#

HJI

高危患者主要照顾者
JNM

知识*态

度*行为总体掌握程度低#与我国院前
HJI

发生率不相对

应%

!0

&

!提示医护人员应以多种形式在不同场合开展
JNM

培

训#建立院内教育与社区教育相结合的模式#创造更多的机会

和条件安排自主学习#增强照顾者施救的自信心和主动性#使

其能在关键时刻正确规范地实施
JNM

#提升
JNM

知信行整体

水平#切实降低院外心搏骤停患者的致残率和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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