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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海南省乐东县利国镇居民心肺复苏(CPR)认知现状、学习与施救意愿,分析其影响

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填写问卷的形式对乐东县利国镇居民进行调研,共125人规范完成填写。结

果：参与本次调研的乐东县利国镇居民中,86%愿意学习CPR知识,62%对CPR有基本的了解,32%接受过

正规的培训,74.51%愿意为他人实施CPR。X2检验分析结果显示,教育程度、职业是影响居民了解CPR

程度的显著相关因素(P<0.05),其中教育程度呈极显著相关(P<0.001)；CPR的第一步内容、按压的频率

和深度的答题正确度与利国镇居民接受正规培训情况呈显著相关(P<0.01),其中CPR按压频率正确度与

接受正规培训情况呈极显著相关(P<0.001)。结论：乐东县利国镇民众对CPR的学习和施救意愿都较高,

但对CPR知识的掌握程度整体偏低。应因地制宜得开展CPR应急培训,注重普及的范围和质量,有效提

高利国镇相似偏远地区的居民自救互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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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ognitive status, learning and rescue willingness of residents in Liguo 

Town, Ledong County, Hainan Province, and to analyz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A total of 125 

residents in Liguo Town, Ledong County were surveyed in the form of convenient sampling and 

questionnaire filling. Results： Among the residents of Liguo Town, Ledong County, 86% were willing to 

learn CPR knowledge, 62% had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CPR, 32% had received formal training, and 

74.51% were willing to implement CPR for others. The results of X2 test showed that education level and 

occupation were significant correrelated factors affecting residents' understanding of CPR (P<0.05), and 

education level was extremely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P<0.00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ntent of the first step of CPR, the frequency and depth of CPR and the formal training received by 

residents in Liguo Town (P<0.01), and the accuracy of CPR compression frequency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formal training (P<0.001).Conclusion：The people in Liguo Town, Ledong County, have 

a high willingness to learn and rescue CPR, but their mastery of CPR knowledge is low. CPR emergency 

traini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focusing on the scope and quality of 

popularization, and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self-rescue and mutual rescue ability of residents in similar 

remote areas of Liguo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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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活中,许多突发事件如心源性心脏病、电击、溺水等均可

导致心脏骤停。目前,全球每年平均有500万人因心脏骤停而死

亡[1]。在我国,每年心脏骤停发生大约55万例,70%以上发生在院

外[2],但我国目前的心脏骤停抢救成功率不足1%,且较多患者在

第一时间没有得到正确救治。研究显示,每延误实施心肺复苏

(CPR)1min,心脏骤停患者的生存率将下降7%-10%。在心脏停搏

4min后,患者脑部将发生永久性损伤,5～10min后患者将死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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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120急救车到达现场的平均时间是12min,远超于4min

黄金救援时间,且可以实施有效CPR的“第一目击者”不到1%。及

时和有效的CPR已成为救治心脏骤停患者的关键。本研究针对

海南省乐东县利国镇居民的CPR知识认知现状、学习意愿和现

场施救意愿进行问卷调查,并分析其可能的影响因素,旨在

为当地及相似地区开展有针对性的应急救护培训提供理论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海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暑期三下乡团队于2022年7月8

日至13日,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利国镇及所属村落开展问卷

调研。期间,131位利国镇居民通过自愿扫描线上问卷二维码

或填写纸质问卷,参与调研。纳入标准：(1)为利国镇及所属

村落原住民；(2)年龄≥15岁；(3)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本研

究；(4)具备独立判断能力。排除有精神、认知障碍,不能正

确理解问卷者。 

1.2调查方法 

调研小组由中国红十字会2位师资人员和2位已获心肺复苏

培训证书的会员组成。小组成员在参考大量国内外文献的基础

上自制问卷初稿,经过2轮专家咨询(5位应急救护师资人员)修

改后,形成正式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问卷由4部分共17个问

题组成：(1)一般资料。(2)居民对CPR的认知情况。(3)居民不

愿意为他人实施CPR的原因。(4)利国镇居民对自身和非医务人

员学习CPR的看法 

2 结果 

2.1一般资料 

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158份。剔除33份未按规范填写的问卷

后,最终纳入125份进行统计分析,有效回收率为79.11%。其中,

男性50.40%,女性49.6%,详见表1。 

2.2利国镇居民对CPR的认知情况的分析 

2.2.1居民对CPR的了解程度和渠道以及影响居民对CPR了

解程度的一般资料分析显示 

62%居民对CPR基本了解,32%从未听说过,仅7%有系统了解。

81.18%居民通过网络或电视的科普进行了解,69.41%通过医生

护士的健康宣教或科学培训进行了解。一般资料的单因素结果

分析显示,文化程度、职业和CPR了解程度呈显著相关(P<0.05),

其中文化程度呈极显著相关(P<0.001),详见表1。 

2.2.2对CPR了解的居民接受正规培训情况和对CPR基本知

识掌握情况的分析显示 

仅32%居民接受过正规的CPR培训。61.28%居民答错了3-4

题,仅7.7%回答全部正确。CPR基本知识掌握情况的单因素分析

显示：居民接受正规培训情况与CPR操作的第一步内容、按压频

率和深度的答题正确度呈显著相关(P<0.01),其中按压频率的

答题正确度与接受正规培训情况呈极显著相关(P<0.001),详见

表2。 

2.3利国镇居民在突发情况下不愿为他人实施CPR的原因 

表1 居民受教育程度、工作对CPR了解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n(%)] 

相关因素 人数 对CPR的了解程度 x2 P

不了解 了解

性别

男性

女性

63(50.40)

62(49.60)

22(34.92)

18(29.03)

41(65.08)

44(70.97)

0.498 0.480

年龄段

15-<31 岁

31-<46 岁

46-<60 岁

≥60 岁

64(51.20)

39(31.20)

17(13.60)

5(4.00)

17(26.56)

12(30.77)

7(41.18)

4(80.00)

47(73.44)

27(69.23)

10(58.82)

1(20.00)

6.849 0.077

文化程度

从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技校

专科及更高学历

3(2.40)

6(4.80)

33(26.40)

40(32.00)

43(34.40)

3(100.00)

3(50.00)

17(51.52)

13(32.50)

4(9.30)

0(0.00)

3(50.00)

16(48.48)

27(67.50)

39(90.70)

23.697 <0.001

职业

工人

农民

学生

自由职业

无业

退休

其他

5(4.00)

19(15.20)

37(29.60)

33(26.40)

2(1.60)

1(0.80)

28(22.40)

2(40.00)

11(57.89)

9(24.32)

8(24.24)

2(100.00)

1(100.00)

7(25.00)

3(60.00)

8(42.11)

28(75.68)

25(75.76)

0(0.00)

0(0.00)

21(75.00)

13.626 0.018

 

表2  居民受培训情况及对CPR基本知识掌握情况的分析[n(%)] 

项目 总人数

接受 CPR 培训的情况

x2 P

接受过 未接受过

对于呼吸、心脏骤停的伤病员

现场救护的黄金时间：

回答正确

回答错误

CPR 操作的第一步：

回答正确

回答错误

CPR 时成人胸外按压的频率：

回答正确

回答错误

CPR 时成人胸外按压的深度：

回答正确

回答错误

39(38.24)

63(61.76)

34(33.33)

68(66.67)

33(32.35)

70(67.65)

38(37.25)

64(62.75)

19(30.77) 27(69.23)

28(44.44) 35(55.56)

17(50.00) 17(50.00)

13(19.12) 55(80.88)

19(57.58) 14(42.42)

11(15.71) 59(84.29)

18(47.37) 20(52.63)

12(18.75) 52(81.25)

0.107

10.413

19.039

9.406

0.744

0.001

<0.001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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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发情况下,74.51%对CPR有一定了解的居民愿意实施

CPR,但仍有25.49%不愿意实施。不愿实施的原因主要包括担心

自己不能按标准规范的操作救助他人(50.00%),担心会被误解

而产生法律纠纷(23.08%)。 

2.4利国镇居民对自身和非医务人员学习CPR的看法 

89%居民认为非医务人员有必要学习CPR急救操作,且86%居

民愿意学习CPR。 

3 讨论 

3.1利国镇居民对CPR的认知情况 

调研数据显示当地居民对CPR的了解程度总体处于一般水

平。农民对CPR的了解程度明显不及在读学生,这表明文化水平

差异是目前阻碍偏远地区CPR普及的重要因素,提醒从事应急救

护培训的个人或组织,应使CPR知识变得更加通俗易懂,必要时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CPR操作流程,如开发公众版的仅胸外按

压的心肺复苏术(hands-onlyCPR,HO-CPR)普及教育内容。《2010

心肺复苏(CPR)和美国心脏协会心血管急救指南》提出,允许非

医学专业人员实施HO-CPR,以鼓励更多的公众参与急救。Meta

分析研究也表明,HO-CPR仍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的生存率。近年

来,国家的应急救护普及进校园举措取得了显著效果。随着返乡

学生给家乡带来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以接受过CPR教育的学生为

桥梁,鼓励其以家乡话向其家庭成员或同村村民宣讲CPR知识,

是目前提高偏远地区CPR知识普及的有效途径。 

在我国,培训师资、教具、教材和场地存在不足,这严重限

制了应急救护普及教育的开展。这种现象在偏远地区更加凸显,

可针对民众易于接受的途径加大普及力度。调研数据显示当地

居民主要通过网络和电视来了解CPR。当地政府或机构可以尝试

拍摄通俗易懂的CPR操作演示视频,建立CPR宣传网站,充分利用

微信、抖音等公众平台线上推送应急救护知识,进一步推进CPR

的普及。 

调研数据统计也提示,大部分对CPR了解的当地居民未接受

过正规的培训,对CPR基本知识仍处于不熟悉水平,这为当地居

民在面临突发情况能否实现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提高院前急救

存活率埋下了相当大的安全隐患。因此,政府或机构应充分发挥

好桥梁作用,将更优质的网络资源引入偏远地区,有条件时,也

可设立专家在线答疑平台。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和中国红十字总

会训练中心已推出线上救护员培训课程,为应急救护线上培训

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同时,政府或机构也需要尽可能

得邀请专业人员或机构前往当地,开展规范化得应急培训教育。 

3.2利国镇居民在突发情况下不愿为他人实施CPR的原因 

调研结果显示,居民不愿意实施CPR的原因主要有：(1)担心

自己的CPR操作不够规范,怕出现施救意外。说明民众的施救信

心不足,其根本原因是绝大部分民众未接受过正规的CPR培训,

未系统学习CPR知识,所以更应提高CPR的普及率和培训质量,使

民众重拾CPR施救的信心。(2)担心被他人误解,给自己带来司法

纠纷。目前,国内外均已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施救人员的权益,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

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害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等。因此,政府或机构应进行普法宣传,告知民众其作为施救者

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是使民众放下心中顾虑从而愿意施

救的有效途径。 

3.3利国镇居民对自身和非医务人员学习CPR的看法 

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居民愿意学习CPR并认为非医务人

员是有必要学习CPR的,可见当地民众明白要提高该地区的院前

急救水平,单依靠医务工作人员的努力是不足够的,对CPR学习

有着较高的积极性,这为急救知识的未来普及奠定了良好的群

众基础。 

综上所述,乐东县利国镇民众对CPR的学习意愿和施救意愿

都较高,但对CPR的认知程度整体偏低。因此,要结合当地实际,

加大普及力度,努力实现高质量CPR培训的全覆盖普及。本次调

研活动为解决偏远地区急救知识普及率较低的问题提供了很好

的模板,有利于促进我国基层急救体系的完善,助力健康中国的

实现。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1)本研究样本量较小,

代表性不够全面,未来可扩大样本量,并对调研对象按照职业、

教育程度进行分层分析；(2)本研究只关注到了其中部分影响公

众学习和实施CPR意愿的因素,可在未来的调研中可结合访谈等

多种形式对更多因素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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