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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目击者急救意愿情况及对策研究现状
徐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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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近年来我国第一目击者的急救意愿并与国

外比较，探讨如何提高我国第一目击者的急救意愿以及急救成功

率。方法：查阅近 5-10 年国内外文献，对我国第一目击者的急救

意愿进行分析。结论：随着国家对急救事业的支持，掌握急救技

能的人群扩大，愿意在第一现场实施急救的人数及急救成功率正

在上升，但仍存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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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第一目击者急救差异

（一）国外概况 

发达国家公共急救知识普及率较高，大部分现场急救工作都

由受过训练的公众进行。早在 1960 年代，美国心脏协会就开始在

公众中推广基本心肺复苏急诊技能。1970 年代，开始关注第一目

击者在紧急治疗中的作用，并为公众开设现场应急知识课程，努

力确保所有人都具有一定的急救技能。美国卫生保健研究与开发

协会对普通民众和专业人士进行了认证和授权。自 1961 年以来，

挪威已将复苏和现场急救培训列为必修课程。挪威在 2011 年医院

外公众心肺复苏率已高达 70.7%。

（二）中国总体情况 

多研究表明我国急救发展较慢，水平较低，急救设施完善率

低，急救资源匮乏。公众现场急救知识的普及程度及成功率较低，

且 AED 投放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近年来，我国已开始重视对公

众现场急救知识的培训。通过开设选修课或依托体育，一些高校

对特殊群体学生进行急救培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上海

医学急救中心和同济大学与 9 所高校合作开办了急救选修课程，

但技能培训需加强。 

二、我国公众现场急救现状分析

（二）公众认识不足 

目前我国现场急救是由专业救援人员完成的。长期以来公众对

现场急救的认识存在偏差，认为现场急救与自身无关。现场急救公

众参与度低，基本处于缺乏状态。2011.10.13 佛山小月月先后被两辆

车碾压，18 名路人不予理睬，这是公众现场急救处理缺失的典型案例。

（二）急救的法律保护尚未完善 

我国第一目击者急救保护法律发展慢。公众面对现场急救时

会考虑施救结果和法律风险。根据调查数据显示 31.5% 的警察和 

15.7% 的高中毕业生因为害怕法律责任而不愿救援。虽然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规定救助方因自愿紧急救助给被救助人造

成的损害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实施的效果有限。

（三）急救队伍师资建设落后 

在国外和中国香港，急救知识的普及是由受过专门训练的合

格急救员进行的，这些指导员必须随时掌握国际上最新的急救知

识和技能标准。大量研究发现大众不愿参与院前急救一部分原因

在于担心水平有限。强大师资力量能规范急救操作，能促进交流

了解人群急救知识掌握度，提高急救成功率以及专业度。

（四）CPR 技术水平较低

CPR 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急救技能，每个动作都只有在不断的

培训和反复操练之下才能达到救人的标准。我国公民对 CPR 技术

掌握较差且学会 CPR 操作后通常缺少练习，导致实施 CPR 的能力

下降。 

三、对策

（一）加强急救培训，提高 CPR 技术

发展急救师资队伍分批次分重点对不同人群开展培训，急

救培训的重点人群包括：公共场所工作人员（警察，消防人员，

保安，机动车驾驶员，服务行业工作人员）；与健康有关的人员；

有冠心病及严重疾病史的患者家属。实施 CPR 时确认现场环境

安全，简化操作，携带清洁工具（口罩，纱布），有关部门可

以在公共场所安置隔离物品。在平常进行 CPR 复训，提高抢救

成功率。

（二）发挥政府支持作用，完善法律

政府的支持是急救知识宣传和普及有力的保障。在中国普及

公众急救知识面临实施和资金投入困难，因此需要政府更多关注：

制定相关政策并与各部门组织共同建立急救的支撑体系； 加大基

础设施急救的资金投入，在公共区域放置急救用品；充分利用人

力资源，调动医疗人员的参与，征集急救培训人才。 

（三）发挥媒体宣传，完善评价方式

在公共场所放置急救知识宣传册；新旧媒体普及急救方法；

社区、学校组织急救知识培训讲座等。通过网络视频学习、培训

人员现场培训等不同的方式可以适用于不同年龄层次的群体进行

学习。 评价方式也可以多元化完善：教学授课后，当堂进行评价；

网络学习后可以社区考核。 

四、结语

我国急救的发展水平相对较弱，这是由于公众急救意识缺乏，

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欠缺，急救设备配置不足等多方因素导致的。

针对我国公众现场急救现状，应当通过建立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为主体，医学院校和专业急救培训机构为辅的急救培训体系，提

高公众急救技能；通过加大对急救设备的投入并兼顾地区公平性；

优化急救配置，提高我国公众现场急救的效率；通过健全公众现

场急救相关法律，保障公众现场急救过程中各方权益。相信随着

我国急救培训以及急救设备的不断完善，公众参与急救的意识将

会大幅度提高，我国的急救事业也将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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