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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心肺复苏对于心脏骤停及呼吸骤停的急救具有重要的意义，普及心肺复苏对于安全管理工作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施工现场由于电击、
创伤等原因会造成心脏和呼吸骤停，然而目前施工现场的心肺复苏普及率并不高，对于这一现状本论文对心肺复苏在施工现场的普及困难
原因进行了调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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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作业环境复杂，电击、淹溺、创伤等可以造成心脏、

呼吸骤停，掌握心肺复苏可以提高应急能力，增强安全管理水平。
心肺复苏近几年逐步被重视，可是施工现场在心肺复苏的普及过程
中遇到一些困难，使得进展缓慢，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为了提高
普及率，应发现困难之处，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对工人进行调查，
通过对结果进行分析得到普及困难的原因以及提出相应的对策，提
高施工现场工人的急救知识与急救能力，提高抢救成功率。 
1 对象与方法 

随机抽取 3 个项目部的 110 名工人作为调查对象。通过参考相
关文献设计了 7 道心肺复苏相关知识的题目组成调查问卷一以及 5
道造成现状原因分析的题目组成调查问卷二。其中调查问卷一为选
择题，每个题有四个选项且只有一项正确，调查问卷二为选择题，
每题有是否两个选项，作答时只能选择其中一项。 

在得到项目相关人员的同意后，进入施工现场进行问卷调查，
对工人说明问卷调查的目的及意义。本次调查共 130 份，有效回收
110 份，有效回收率 84.62%。最后对调查结果进行整理分析。 
2.结果 

为得到施工现场工人对心肺复苏的了解程度，制作调查问卷，
最终得到调查结果。第一题及第二题正确率最低仅为 9.09%和
11.82%，第六道题及第七道题正确率较高为 74.55%及 68.18%。由
结果分析可得，工人对于细节性、专业性的问题了解程度不理想，
达不到预期目标，工人对于较为常识性的问题，回答结果正确比例
较高。此项调查发现，工人只能知道宽泛的内容，但对于细节的内
容掌握情况不容乐观，这也表明施工现场的心肺复苏的教育培训并
不理想，达不到很高的普及率。调查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问卷调查结果一 
题目 正确人数 构成比% 
CPR 的关键时间点 10 9.09 
何种情况会造成心脏骤停 13 11.82 
患者为成年人使的胸外按压深度 24 21.82 
胸外按压与人工呼吸的比例 36 32.73 
CPR 成功的指征是什么 48 43.64 
人工呼吸主要分为哪两种 82 74.55 
心肺复苏前患者体位是如何 75 68.18 

为近一步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施工现场的心肺复苏普
及率不高的原因，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87
人（79.09%）认为师资力量不足、93 人（84.55%）认为心肺复苏
知识关注度不高、92 人（83.64%）认为没有进行过实际操作等原
因是主要原因。调查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问卷调查结果二 
题目 选是的人数 构成比% 
师资力量不强 87 79.09 
自身对心肺复苏关注度不高 93 84.55 
未进行过实际操作 92 83.64 
未参加过相关培训 31 28.18 
参加过培训但自身理解不了 62 56.36 

3.施工现场心扉复苏普及困难原因分析 
3.1 对心肺复苏的关注度影响心肺复苏的教学 
施工现场人员普遍对心肺复苏的关注度较低，很少有人积极主

动的去学习相关内容，只是依靠被动的培训不能达到应用效果。施
工现场工人大多年龄较大，对于心肺复苏的了解较少，对心肺复苏
的关注度自然较低，这就造成了施工现场心肺复苏不能很好的得到
普及。 

3.2 培训师资能力有待提高 
施工现场的心肺复苏培训主要由管理人员进行讲授，管理人员

的医学专业水平不足，这也是造成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 
3.3 只注重培训不注重应用 
心肺复苏应注重实操，然而目前培训工作往往只是以讲授的方

式进行，不注重实操，这就造成了在实际操作中不熟练，甚至在遇
到情况时不敢上前救治的现象。达不到心肺复苏培训应有的效果。 
4.对策 

4.1 加强心肺复苏宣传力度 
加强心肺复苏宣传力度，提高施工现场员工现场急救重要性的

认识。要加大宣传力度，可通过广播、电视等对员工普及相关知识。
施工现场可以通过加设宣传板，提高心肺复苏在安全教育中的比例
等方式，让员工认识到现场急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4.2 提高实操能力 
在培训过程中不能简单的进行讲授，应借助假人等工具进行实

际操作，让每一个员工都动手参与，一是可以达到提高员工实操能
力的目的，二是可以减轻员工的心理负担，不害怕进行救治。 

4.3 提高师资能力 
提高师资能力对于推进心肺复苏普及具有重要意义。可以通过

联合医院进行相关培训，由专业的人员进行培训，可以起到很好的
效果。如果无法联系专业人员进行培训，也可以通过加强对现有讲
师培训的方式提高师资能力。同时应扩大讲师规模，发掘人才，提
高师资能力。 
5.展望 

近些年来施工现场对于心肺复苏的普及已经开始重视，部分地
区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并已有成效。心肺复苏对于施工现场心脏、
呼吸骤停的急救具有重要意义。施工现场应明确目前的普及困难并
积极思考对策，提高急救能力，保障职工的生命安全，这对于安全
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展望未来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尤其是施工现场环境复
杂，容易引起心脏、呼吸骤停，普及并掌握心肺复苏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对于有条件的施工现场应进一步加强心肺复苏相关问题的研
究，使心肺复苏工作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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