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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十堰市非医学专业大学生对急救知识的认知和培训需求情况!为高效地开展急救培训提供依据$方法

!

采用随机抽样法!对十堰市
-

所非医学院校
'(%)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

-$,f

学生认为自我急救知识丰富!

)*$)'f

学

生意识到自身急救知识缺乏%就现有急救知识
*)$+%f

的学生毫不犹豫对陌生者进行施救!若接受系统培训后!毫不犹豫施救者

上升至
3,$+f

!

),$&+f

学生担心自身急救技能不足是影响施救的最大障碍%

+,$-f

的学生要求接受急救培训!

+%$%3f

的学生选

择在老师指导下!借助模型动手操作的培训方式%

--$&-f

的学生认为医学院是承担救急培训的最好机构!

%-$*)f

的学生则选择

医院$结论
!

十堰市非医学专业大学生对急救知识认知差!培训需求愿望强烈!望相关部门制订有针对性的培训方案!提高大学

生急救应变能力!提高区域急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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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和意外伤亡是现代社会对人类生命的主要威胁!

现场)第一目击者*若能及时施救"可最大限度降低意外伤残

率"提高抢救成功率'

'?-

(

!我国呼吸心搏骤停的患者复苏成功

率不到
'f

"而欧美国家可达
)&f

"很多情况下与我国仅少部

分人接受过心肺复苏术#

2D6

$培训"危难之时不知如何施救而

错过黄金救命时间!只有掌握了急救知识和技能"才能把握抢

救时机"进行积极有效的处理!

高校大学生人数多且聚集"学习能力强"对此类人群开展

培训"不仅可快速提高其自身急救技能"而且其对周围人群可

起到快速传播知识和技能的作用"利于提高区域急救普及率!

作者首先对本地区非医学专业大学生进行急救知识和培训需

求情况调查"为高效地%有针对性地开展急救培训提供理论基

础和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十堰市三所非医学院校+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汉江师范学院%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随机抽取学生
')&&

人"发放问卷
')&&

份"收回有效问卷
'(%)

份"有效回收率

+($*f

"平均年龄#

%&$'.%$-

$岁"其中男
3%%

人"女
,&*

人!

!$"

!

问卷调查
!

查阅文献"进行预调查"结合专家意见"自行

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包括
-

个方面+个人急救知识的认知情

况,对陌生者施救的意愿及影响自己施救的最大障碍,对急救

培训的需求%途径和方式!调查人员由
'

名教师和
'&

名高年

级医学生组成"以学校为单位统一发放问卷"当场收回"专人统

计问卷结果!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CDCC'-$&

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

采用
!."

表示"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比较

采用
"

% 检验"检验水准
#

E&$&(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个人急救知识的认知情况
!

个人急救知识储备情况+

-$,f

#

(,

人$认为自我急救知识储备丰富"

)*$)'f

#

+,)

人$不丰富"

-'$(+f

#

*,%

人$差不多!个人急救知识获取主要途径+电视电影

-'$,(f

#

*,)

人$,网络
%)$-*f

#

*&%

人$,报纸杂志和宣传手册

-'$-%f

#

*3,

$,系统培训
%$()f

#

-+

人$,其他
3$+%f

#

'%'

人$!

,*%-

重庆医学
%&'3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
%&'(

年度重点课题#

%&'(Y1&(-

$!

!

作者简介'刘翠#

'+,%F

$"讲师%主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高等医学

教育"围产医学与新生儿疾病研究!

!

$

!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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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非医学专业大学生对急救知识掌握情况!

!

"

"

#$

!#!$%&

%

项目 了解很少 部分知晓但不会操作 能简单施救 完全掌握

徒手
'()* &+,

!

+%-!+

"

.&.

!

$/-%&

"

0%

!

$-,.

"

,+

!

%-%,

"

止血#包扎#固定和搬运
+,/

!

%0-!0

"

0!%

!

$,-%!

"

%/&

!

!,-$/

"

.0

!

$-!!

"

中暑#中毒施救
+1/

!

,%-!!

"

01.

!

$0-.0

"

1.

!

&-,&

"

+%

!

%-.$

"

灭火器使用
0+%

!

$$-!0

"

$&+

!

,&-1&

"

&.

!

+-,1

"

$,

!

,-+.

"

火灾中逃生
&.

!

+-,1

"

!!+!

!

.+-..

"

%%!

!

!+-+0

"

1.

!

&-,&

"

地震时避险
!!%

!

.-,+

"

&.1

!

++-$/

"

&,+

!

+!-$$

"

!/!

!

&-&!

"

溺水者施救
+$%

!

%1-&%

"

0,$

!

$+-.%

"

!.0

!

!!-&&

"

&!

!

+-//

"

!!

对各项常见急救知识和技能掌握情况$完全掌握徒手

()*

仅有
%-%,"

!

,+

人"%掌握外伤急救技术的现场处理只有

$-!!"

!

.0

人"%知道如何正确处理中毒#中暑者仅有
%-.$"

!

+%

人"%火灾#地震中能正确逃生自救者分别为
&-,&"

!

1.

人"#

&-&!"

!

!/!

人"%能正确使用灭火器者
,-+."

!

$,

人"%知

道如何正确对溺水者施救者
+-//"

!

&!

人"$见表
!

&

!-!

!

对陌生者施救的意愿
!

就现有急救知识对陌生者进行施

救意愿'

+&-1%"

!

.!&

人"毫不犹豫的上前施救%

+&-//"

!

./%

人"表示看情况而定%

.-/0"

!

!/0

人"不予施救&若接受系统

培训后对陌生者进行施救意愿'

.0-01"

!

!%/+

人"毫不犹豫的

上前施救%

%/-,!"

!

,!/

人"表示看情况而定%

/-.1"

!

!%

人"不

予施救$见图
!

&可见如果接受急救培训$愿意对陌生人施救

率可提高
,!-10"

&影响施救的最大障碍'

&0-/1"

!

!/,1

人"

担心自身急救技能不足%

!$-/!"

!

%%1

人"依靠专业医疗机构

救援%

.-11"

!

!%%

人"害怕背黑锅%

+-10"

!

.&

人"不敢接触患

者%

%-1$"

!

+$

人"害怕被传染疾病%

/-10"

!

!$

人"与自己无

关$见图
%

&

图
!

!!

急救培训对大学生施救意愿的影响对比

图
%

!!

影响大学生施救的最大障碍调查

!-"

!

急救培训的需求#途径和方式
!

对急救培训的需求'

10-,/"

!

!$//

人"要求接受急救培训%

!-./"

!

%&

人"不需要接

受急救培训&最喜欢的学习急救知识方式'

1%-%."

!

!+/0

人"

选择在老师指导下$借助模型动手操作%

$-1/"

!

1/

人"选择看演

示和听讲座%

/-$%"

!

0

人"选择看展板和宣传手册%

!-,!"

!

%/

人"选择通过媒体学习&对急救培训机构的选择'

!%-!1"

!

!0&

人"选择红十字会%

!0-0."

!

%00

人"选择卫生政府机构%

%,-+&"

!

,$0

人"选择医院%

,,-/,"

!

$/+

人"选择医学院%

!%-+$"

!

!1/

人"选择社区&

"

!

讨
!!

论

"-#

!

个人急救知识的认知情况
!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

所大

学中仅
,-0"

学生认为自我急救知识储备丰富$

&+-&!"

学生

意识到自身急救知识缺乏$他们获取急救知识的主要途径$以

电视电影!

,!-0$"

"#报纸杂志和宣传手册!

,!-,%"

"#网络

!

%&-,+"

"为主$均为碎片段非系统的专门学习&而接受系统

培训者仅占
%-$&"

!

,1

人"&完全掌握徒手
()*

仅有
%-%,"

!

,+

人"$此项技能为救命的技术活$在心跳骤停后
+

!

&234

内

施救$大大提升被施救者存活率&火灾#地震中能正确逃生自

救者分别为
&-,&"

!

1.

人"#

&-&!"

!

!/!

人"$自然灾害频发的

现代社会$此类自救互救技能必须人人知晓%能正确使用灭火

器者仅有
,-+."

!

$,

人"$灭火器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其使

用方法务必人人普及&

由此可见$本地区的大学生急救知识普遍匮乏$缺乏系统

培训$也反映了我国对人群急救知识系统普及的力度不够$对

大学生开展系统培训的现场急救知识非常必要&媒体和网络

资源是知识的主要载体$也是当代大学生热衷的接受方式%传

统的宣传手册画报也能潜移默化的促进学习$综合利用现代互

联网和纸质读物传播急救知识非常必要&通过大学生了解急

救知识的途径和急救技能项目可看出$其急救知识仅限于理论

认识$应急技能的实践能力极差&我国相关机构应该着重危机

意识教育$思考如何有效地加强应对危机的训练和演习$从整

体上提高大学生的危机和急救应对能力&

"-!

!

对陌生者施救的意愿
!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就现有急救

知识
+&-1%"

选择毫不犹豫对陌生者进行施救$若接受系统培

训后$毫不犹豫施救者上升至
.0-1"

$即若接受急救培训$愿

意对陌生人施救率可提高
,!-10"

&对影响施救的最大障碍

调查显示$

&0-/1"

担心自身急救技能不足%

!$-/!"

依靠专业

医疗机构救援%仅
/-10"

认为与自己无关&由此可见大学生

自身急救技能的担心是影响其施救的最主要的因素$国内多位

学者的研究结果与之一致(

+'&

)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普遍问

题是*不是不救人$是不会救人$不知道怎么救人+$提高大学生

急救知识和技能是关键&加强其应急救护培训$树立急救观

念$增强施救者自信心$充分发挥*第一目击者+的作用$在黄金

救命时间伸出援手$最大限度的降低死亡率和伤残率&

"-"

!

急救培训的需求#途径和方式
!

10-,"

的大学生要求接

受急救培训$可见大学生已意识到自身救急知识缺乏$迫切要

求接受 急 救 培 训$国 内 多 位 学 者 的 调 查 与 之 一 致(

.'!/

)

&

1%-%."

的学生选择在老师指导下$借助模型动手操作的培训

方式$表明传统的救急知识学习方法已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

利用模型动手实践$是锻炼急救技能的最佳途径$一方面可以

1+%,

重庆医学
%/!.

年
0

月第
+&

卷第
%,

期



让知识点得到巩固$记忆力更久远%另一方面提供模拟场景和

患者$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急救$提高施救自信心和学习兴趣&

学生们认为医学院应承担急救培训的主要任务$其次是医院#

卫生政府机构#红十字会和社区&在急救培训方面$医学院具

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充足的模型%具备专业急救知识和技能的

教师%大量的医学生志愿者等$均可满足区域大众急救培训的

条件$所以利用医学院校的学科背景优势$结合应急教育的培

训$可快速提高区域公众的急救技能&

高校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组织机构$是优秀文化和先进教育

等传递者的培养场所$有责任和义务传承文明(

!!

)

&大学生急

救知识欠缺$求知欲望强$希望能动手操作实践$增强救护自信

心$是最合适最有效的培训对象&有针对性地对其开展急救培

训$争取为本地培养更多的高质量的*第一目击者+$带动全民

急救意识$在黄金救命时间展开抢救$提高区域急救成功率&

故亟待相关部门给予重视$制订有针对性的培训方案$提高大

学生急救应变能力$提高区域急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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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导师更应该以身作则$通过言传身教影响研究生的学术态

度(

!!

)

&学术诚信教育的开展$可以增进研究生对学术诚信相

关政策和规章制度的了解$从而注重自己的学术行为规范$从

主观意识上杜绝学术不端行为$将不良现象的发生扼杀在萌芽

阶段&再完善的监管都不如研究生从主观上认同学术诚信$再

严格的防范体系也难以杜绝研究生主观故意的学术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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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等教育中的学术不端行为日益严重$国家相关部门已高

度重视$这从近年来接连重拳出击$发布一系列学术道德规范#

严厉查处一批学术不端行为可以看出端倪&加强学术诚信保

障体系建设刻不容缓$且任重道远&高校#学院和导师均应转

变观念#高度重视$应把防控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的工作制度

化#常态化$并作为一项长期的重点工作来抓&高校应出台系

列措施$机构#制度#监管三位一体$构建一套基于研究生培养

全过程的学术诚信保障体系$切实推动研究生学术诚信建设$

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为国家培养更多合格的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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