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0 8

某交通运输学校学生对心肺复苏知识

掌握现况调查

覃 英

基金项目
: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基金课题 (编号
:

桂教职成「 2 009」 3 8号 )

作者单位
: 5 3以刃 7南宁

,

广西交通运输学校医务室

作者简介
:

覃 英 ( 19 68
一
)

,

女
,

大学本科
,

医学学士
,

主治医师
,

研究方向
:

健康教育
。

E
一

m ial
:

xu
s h en g够0 03 @ 16 3

.

c

om

〔摘要」 目的 了解广西某交通运输学校新生对心肺复苏 ( CRP )知识掌握现况
。

方法 应用 自行设计

调查问卷对广西某交通运输学校新生进行问卷调查
,

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

结果 广西某交通运输

学校新生知晓率仅有 22
.

3 %
,

可以现场正确实施 C P R 者仅占 0
.

4%
,

但 90 % 的学生愿意参加 C P R 培训
。

结论

中职学校学生掌握心肺复苏知识水平不高
,

应作为 C P R 全员培训的对象
。

〔关键词 1 心肺复苏 ; 学生 ;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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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骤停可随时随地发生
,

面对心脏骤停唯一

有效的方法是实施心肺复苏术
。

有研究证实
,

如果

4 m in 内进行有效的心肺复苏
,

可能有 50 % 的抢救

成功率
,

超过 6 m i n
,

成功率仅为 4 % [ ,〕 。

2 0 0 1 -

20 05 年上海市区院前
一

院内的心肺复苏状况一项分

析发现
,

院前复苏成功率为 6
.

3% ( 656 l/ 0 4 15 )
,

急

诊复苏成功率为 20
.

2 1% ( 6 7 / 6 5 6 )
,

I C u 复苏成功

率却能达到 34
.

33 % ( 2 3 / 67 )
,

但出院率仅为 0
.

18 %

( 19 1/ 04 15 )
。

在存活组与死亡组中
,

现场有 目击者

实施心肺复苏与没有 目击者实施心肺复苏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尽管存活组第一时间 目击人实施

C P R 的仅仅 只有 4
.

88 %
,

仍 明显 高于死亡 组的

0
.

76 % [ 2 1
。

由此可见
,

提高心跳
、

呼吸停止患者复苏

成功率的决定因素是在现场必须有经过培训
、

有实

施急救能力的第一 目击者实施心肺复苏川
。

本研

究旨在了解中职学生掌握心肺复苏知识情况
,

为在

中职学校普及心肺复苏术提供参考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调查对象为广西某交通运输学校 09 级

新生 4 9 3 人
,

女生 9 0 人
,

男生 4 0 3 人
。

年龄 16 一 19

岁
。

1
.

2 调查内容与方法 采取 自行设计 C PR 调查

表
,

内容主要包括
:
( 1 )心肺复苏的相关知识了解情

况
。

( 2 )心肺复苏术环境安全的判断
、

意识的判断
、

呼吸停止的判断
、

心跳骤停的判断等
。

( 3 )心脏按

压的部位
、

心脏按压的频率
、

心脏按压的深度
、

人工

呼吸与心脏按压的比例等
。

( 4 )是否愿意接受心肺

复苏术的培训
、

遇到心脏呼吸骤停患者
,

你会不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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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等
。

统计方法包括
:

() l第 1项内容如果答案

均为
“

是
”

就继续往下统计 ; ( 2)第 2项内容如果答

案均正确
,

再统计第 3 项内容
。

1
.

3 统计学方法 调查所获资料输人 SSP 1S 3
.

0 统

计软件进行分析
,

计数资料率的比较采用犷检验或

精确概率法
,

尸 < 0
.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文化构成与 C PR 知晓率关系密切
。

共调查 4 93

人
,

其中高中组 47 人
,

初中组 44 6 人
,

全部 4 93 例

中
,

知晓人数为 1 10 人
,

占 22
.

3%
。

其中高中组知

晓为 4 4 人
,

占本组的 93
.

6%
,

初中组知晓人数为 66

人
,

占本组的 14
.

8%
。

高中组知晓率显著高于初中

组 (x
, = 15 2

.

3 8 7
,

p < 0
.

0 1 )
。 一

见表 1
,

2
。

表 1 493 人 C P R 知晓率的调查结果 [
n 二 4 93

,

(% ) ]

项 目 知晓率

C PR 相关知识 1 10 ( 2 2
.

3 )

环境安全的判断 4 6( 9
.

3)

意识的判断 6 7 ( 13
.

6)

呼吸停止的判断 1O4( 21
.

0)

心跳骤停的判断 7 3 ( 14
.

8)

心脏按压的部位 2( 0
.

4 )

心脏按压的频率 3 ( 0
.

6)

心脏按压的深度 2( 0
.

4)

人工呼吸与心脏按压的比例 3 ( 0
.

6)

愿意接受 C P R培划{j 闷
J

14 ( 9 0 )

愿意抢救心脏呼吸骤停的患者 4 2 0( 85
.

2)

表 2 文化程度构成与 C P R 知晓率的关系〔n( % ) ]

文化程度

高中组

初中组

调查人数 知晓率

合计

44 ( 9 3
.

6 )
*

6 6 ( 14
.

8 )

1 1 0 ( 2 2
.

3 )

注
: 和初中组比较

, .

尸 < 0
.

01

3 讨论

3
.

1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
,

交通运输学校学生对心跳

骤停及其相关急救知识知晓率不容乐观
,

总知晓率

仅有 2 2
.

3%
,

可 以实施现场抢救者更是寥寥无几
。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

接受过 C P R 培训率仅为 0
.

2%
,

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

到 20 05 年止
,

美 国已有

5 00 0万人接受此项培训
,

即每 4 人中有 1 人接受过

心肺复苏初步救生术 〔4〕 。

瑞士法律规定每个公民

都要接受急救知识的培训
。

交通运输学校是培养交

通工程
、

机电技术
、

电子技术
、

汽车维修
、

现代物流
、

船舶驾驶等专业技术人才
,

因为毕业后的工作性质
,

常使学生充当
“

第一 目击者
”

的角色
。

而在被调查

者中
,

有 90 % 对 C P R 培训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

所以

对中职学生普及 心肺复苏知识
,

是非常必要 的
。

J o n e s
等 [ ’ 〕对 4 所小学进行调查研究

,

发现 1 3 一 14

岁的儿童已能完成标准的心脏按压技术
,

9 一 10 岁

的儿童也能够运用正确的按压手法和按压频率
。

中

职的学生正处于青少年时期
,

这个阶段身体
、

心理发

育日趋成熟
,

并且他们对新鲜事物非常好奇
,

而且接

受能力强
,

他们更有足够的心理条件及生理条件去

接受 C P R 培训
。

因此
,

完成中职学生的急救培训
,

可迅速提高社会各个行业的急救水平
,

从而提高我

国公众在灾害
、

意外事故和遇到危重患者时的应变

能力
,

降低伤残及死亡率
,

使我国的心肺复苏培训的

普及率逐渐接近及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

3
.

2 如何提高急救意识
,

面对急
、

危
、

重病人
,

能及

时准确无误的作出判断及实施正确急救
,

首先要做

的工作是理论及实操 培训
。

培训 的内容应按 照

2 0 05 年新指南的要求
,

即现场抢救时的基础生命支

持措施应包括
: A ( iA wr ay )保持气道通畅 ; B ( Br ea ht

-

i n g )人工呼吸 ; C ( C i r e u l a t i o n
)胸外心脏按压建立人

工循环
。

指南强调
,

施救者在实施胸部按压时应
“

用力按压
,

快速按压
” 。

按压 10 0 次 / m in
,

按压深

度为 4 一 5 c m
,

胸部按压及通气的比例为 3 0 : 2
。

使

胸部充分弹性复位
,

尽可能减少胸部按压的间断
。

3
.

3 中职生普遍存在心肺复苏知识缺乏的问题
,

所

以应加强此类学校学生的心肺复苏知识培训
,

要使

中职生成为有实施急救能力的
“

第一目击者
” ,

首先

政府部门要引起重视
,

增加学生学习心肺复苏技术

的教育投资
,

并加大急救知识宣传力度
。

如电视播

放有关心肺复苏教育专题片
,

广播心肺复苏的重要

性及方法内容等
。

第二是相关的部门应出台政策和

法规
,

从法律上要求所有公民紧急施救是每位公民

的义务与责任
。

第三
,

在新生人学教育时增设心肺

复苏的健康教育培训内容
,

统一教材
,

并完善考核制

度
。

第四
,

学生实习前
,

再进行一次复训
,

以巩固学

生心肺复苏的知识和技能
。

47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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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目的 探讨出血性脑梗死的发病机理
、

临床表现和诊治方法
,

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
。

方法 回

顾性分析 16 例出血性脑梗死临床资料
,

16 例均有明确高血压病史
,

发病 4 h 内溶栓治疗前均行 M IR 检查示

脑梗死征象
。

15 例溶栓后 3 d
、

1 例溶栓后 6 d 查 C T 示脑内出血
,

其中 3 例血肿量 > 30 ml
。

结果 16 例均经

常规治疗
,

其中 3 例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行微创血肿抽吸术
,

术后 30 d 生存状态 良好
。

全组无死亡病例
,

治

疗后哥拉斯哥昏迷评分 ( G C S ) 9 一 11 分 n 例
,

12
、
巧 分 5 例

。

结论 出血性脑梗死多发生在脑梗死后 3 d

内
,

血压过高或过低
、

出血倾向
、

溶栓药物应用不当是发病的危险因素
。

明确发病过程并及时的影像学确诊是

降低病死率的前提
。

溶栓治疗中监测凝血功能
、

出血后积极的止血
、

降颅内压药物的应用及必要的手术治疗

是提高疗效的关键
。

〔关键词」 出血性脑梗死 ; 影像学 ;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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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性脑梗死 ( h
e m o

hrr
a g e ianf cr ti o n ,

H l ) 又称

脑梗死后脑 出血转变 ( h
e m o

hrr
a g 。 t ar n s fo mr

a t i o n ,

H T )
,

系指脑动脉主干或其分支发生脑梗死后
,

出现

动脉再开通
,

血液从病变的血管漏出或穿破血管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