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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地方高校人才优势，提升院前急救普及率

——以湖北科技学院为例

夏凌霄 井 爽 吴千豪 唐元广 林 莉*

湖北科技学院 湖北 咸宁 437100

【摘 要】：院前急救在整个现代急救医疗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在院前急救死亡率排行中，心源性猝死致死率长期居高不

下。我国每年有超过 55万人出现心搏骤停，其中，67%左右有非医务人员的现场目击者，纵然超过一半的心搏骤停现场存在
目击者，但幸存率仍不足 1%。“不敢救”、“不会救”等现象较为普遍。因此，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提升全民急救能力对提
高心脏骤停患者幸存率起到尤为关键的作用。为此，湖北省咸宁市以地方高校为依托，充分发挥医学优势，成立专业医学科

普团队——湖北科技学院医心科普科技志愿服务队，在咸宁市开展一系列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活动，受众近五十余万人，

超过 1/3的市民熟练掌握急救技能，院前急救水平特别是高校内院前急救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关键词】：急救普及；心源性猝死；科普团队；地方高校；思政教育

Give Full Play to the Talent Advantages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he
Popularity of Pre Hospital First Aid--Take Hu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Lingxiao Xia Shuang Jing Qianhao Wu Yuanguang Tang Li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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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 hospital first ai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hole modern emergency medical system. In the pre hospital first aid
mortality ranking, the death rate of sudden cardiac death remains high for a long time. More than 550000 people have cardiac arrest
every year in China, of which about 67% have on-site witnesses of non-medical personnel. Although more than half of cardiac arrest
sites have witnesses, the survival rate is still less than 1%. "Dare not to save", "can not save" and other phenomena are common.
Therefore, popularizing emergency rescue knowledge and improving the first aid ability of the whole people play a particularly critical
role in improving the survival rate of patients with cardiac arrest. To this end, relying o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Xianning City,
Hubei Province, gave full play to its medical advantages, established a professional 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eam - Hu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dical Cardiolo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unteer Service Team, and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emergency rescue knowledge popularization training activities in Xianning City. The audience was nearly 500000 people, and more
than 1/3 of the citizens were proficient in first aid skills. The level of pre hospital first aid, especially the level of pre hospital first aid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Keywords: Popularization of first aid; Sudden cardiac dea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eam; Local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1 现代急救医疗服务体系基本构架

我国现代急救医疗服务体系主要由急救组织管理、急救

医疗总体规划、院前急救（又称“院外急救”）、急救通讯

系统（即“急救网络中枢”）、急救专业培训和科普教育、

区域急救体系、院内急救、急救医学科研和信息管理等多个

机构共同组成。院前急救在现代急救医疗体系中占据重要地

位，是急救医疗体系建立健全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急救医

学中的首要环节，同时也是现代社会急救医疗体系的重要标

志。现代急救医疗服务体系的提升归根结底离不开院前急救

水平的不断发展与提升。

心脑血管疾病是全球健康的主要威胁。2019 年全球心血

管疾病患病人数约 5.23 亿人，死亡人数约 1860 万人，导致

的伤残调整寿命年为 3.93 亿，是 1990 年的 1.40 倍。在我国，

心脑血管疾病为居民的首要死因。心脑血管疾病已成为我国

居民最主要的危害健康和生命的疾病[1]。

在对绝大多数心源性猝死的幸存案例研究中我们发现：

及时而有效的院前急救是成功复苏的关键，而我国大中城市

仅有 4.5%的旁观者能在面对突发心源性猝死时迅速做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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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真正训练有素的“第一目击者”不到 1%[2]。我们应该高

度重视培养提高“第一目击者”的急救意识与能力，应该通

过完善急救体系、加强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普及公众院前

急救知识等措施，大力发展院前急救医疗服务[3]。国家通过

对院前急救学科建设、社会急救能力等方面的重视，社会自

救、互救能力将得到提升，提高院外心脏骤停患者心肺复苏

成功率[4]。

2 地方高校医学科普团队成立基石

2.1 立足当地，汇聚力量，充分发挥地方高校优势

纵观其他国家应急救护发展史，法国是最先建立 EMSS

系统的国家，美国在 1973 年建立了 EMSS 系统，而英国的

EMSS 系统成员大多是专业急救人员。传统的急救医疗系统

（EMSS）的急救反应并不总是很及时，优秀的 EMSS 也会因

建筑物阻碍、交通拥堵等延误救助时间，如美国EMSS 平均

反应时间为 8-12min，而日本东京的急救队平均只用 5min 就

能到达现场。由此看来，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EMSS 启动时

间还是较为可观的[5]。

而我国目前急救普及率不足 1%。因此，为提高我国应

急救护水平，将大学生群体作为主力军，他们既充满活力和

创造力，同时也是中国科普工作中的中流砥柱。在端正科普

服务动机的前提下，招募一批具有工作热情、公益奉献精神

的大学生志愿者，凝聚大学生力量，培养健康科普先行军，

推进大学生科普教育是推进全民科普工作的重要环节，同时，

也是成立医学科普团队必不可少的环节。

充分利用地方高校自身资源优势，构建资源共享平台，

加快推进地方科普工作进展；同时，在科普团队专业化建设

和应急救护知识普及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湖北科

技学院立足本地发展现状，将急救培训融入基础教育中，并

结合本地民众对于知识接纳度的差异性，通过对团队建设的

深入探索和研究，与当地政府、企业、中小学、社会组织共

同搭建科普资源共享平台，创建医学科普专业化培训基地，

成立了以医学生为主体，以医学科普为宗旨，以面向大众为

目标的“医心科普科技志愿服务队（以下简称：服务队）”，

通过开展“科普进校园、进企业、进机关、进社区”、“医

学科普讲解大赛”、“科普短视频大赛”、“应急救护培训”

等多种创新型活动，在院前急救与应急救护科普方面取得了

重大突破。

2.2 健全体系，提升能力，完善落实医学科普工作

为了进一步壮大科普队伍，健全和完善服务队招募、培

训体系。以服务队队长——湖北科技学院医学博士、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林莉为核心，以会长团为综合行政管理，下

设秘书部、传媒部、组织部、美艺部、研发部等五个职能部

门。各部门之间各司其职，相互合作，联合开展科普活动。

在每年 9月新生入学期间，通过开展“大学生入学教育、

大学常见意外伤害、如何安全度过大学时光”等多个科普活

动，从而起到团队志愿者招募作用。通过理论考核、技能培

训等方式选拔优秀大学生进入服务队。通过自愿选择、综合

面试的招募形式，达到志愿者、服务队双向选择的目标，壮

大科普团队。依据志愿者理论基础、综合能力、组织管理能

力、实践创新能力等多维度综合考核，产生各部门部长。协

助会长团参与服务队管理工作，形成队长→会长→部长的阶

梯式管理模式。

志愿者通过重重考核加入服务队后，由服务队队长、会

长团进行综合培养，提升志愿者科普基础和讲解能力；由各

部门开展针对性培训，使志愿者在具备一定科普讲解能力基

础上充分掌握各部门工作技能。由会长团开展一年两次综合

考核、由各部门部长实行每月一次技能考核，对于考核优秀

者、合格者、不通过者采取分级式培养机制。时刻把握科普

工作者自身的素质建设和能力建设，为更好地投身于科普工

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完善的招募体系、阶梯式的管理模式、规范化的孵育体

制、明确的奖惩机制促使团队中具有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为团队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强有力保障。

3 大学生医学科普团队应急救护培训体系

3.1 健全应急救护员师资体系

为进一步提升志愿者的专业技能，确保科普知识的准确

性。服务队与湖北省红十字会、咸宁市红十字会建立长期合

作关系，联合培养具备现场急救能力的初级应急救护员，使

服务队内应急救护员普及率达到 100%。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工作满一年后由市级红十字会选拔具备一定科普讲解能力、

实践操作能力的优秀初级应急救护员通过理论学习、实践操

作、笔试考核、综合面试等考核方式开展应急救护师培训，

进一步提高志愿者科普讲解能力，强化自身应急救护能力及

开展应急救护培训的能力。目前已有上千名大学生志愿者具

有一定的应急救护能力，上百余名志愿者具备应急救护员培

训资质，二十余位志愿者具备应急救护师培训资质。

3.2 多维度开展医学科普活动

服务队始终秉承志愿服务精神，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先

后多次在国庆节、中秋节等节假日期间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医

学科普及应急救护培训工作，现已培训大学生应急救护员上

万人，充分践行让学生成为急救英雄的理念，力争其参与到

当地的急救工作中，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助力“健康咸宁”

规划进程的推进。

联合本地中小学及幼儿园，首创个性化定制科普活动，

开辟“科普进校园”系列主题活动，将科普的种子播种在青

少年的心中。同时，在科普过程中启用线上直播平台，连接

学校与学生家长，让家长参与到急救科普知识的学习中来，

全面践行家校共育理念，打造高校共育体系，搭建科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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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充分发挥大学生科普志愿者的主观能动性，全面带动

急救科普知识学习的新风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衍生出

“科普进社区”、“科普进商场”、“科普进企业”等系列

主题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大面积开展急救科普活动。

创作科普文创物品，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常见物品的设计

与创作，融合医学科普知识，以传播性强、可实用性高为基

础，遵循“科普互传”的理念，定制科普文创。通过科普宣

传册、书签、公交创意卡、创意帆布包、创意水杯、实用小

扇子等市民日常的生活媒介来传播急救科普知识，系列科普

文化创意产品既具有实用价值又蕴含科普知识。

构建科普模型，采用可视化原则设计制作科普模型，将

抽象的理论知识，更加形象、生动地呈现出来。采用可视化

心肺复苏模型人进行模拟心搏骤停患者身体机能的各项改

变，同时进行心肺复苏，模拟胸外按压时机能的变化，从而

实现有效科普。

在敏锐把握社会热点和民众需求的前提下，高质量开展

医学科普和应急救护培训活动。在夏季溺水、火灾高发的时

节，联合我市消防救援支队，在人流量密集的商场开展“防

溺水”、“防震减灾”等主题急救科普活动，参与人数近万

人次，受到了“学习强国、中国教育在线”等国家级主流媒

体的持续报道与关注。为增强我市民众防溺水、防火防灾意

识，提升急救知识普及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3 互联网＋创新型科普方式

服务队充分发挥互联网＋时代新媒体优势，组建线上科

普小组，将晦涩难懂的医学知识制作成通俗易懂的科普视频，

通过全市多家媒体平台的投放推送从而起到全民学习的新

局面。

搭建科普平台，开设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央视

频等多个科普平台，定期推送科普热点。同时，开通科普预

约和线上留言通道，将科普需求通过后台预约等形式呈现，

成立专项科普工作小组，有针对性地开展科普活动。

首次通过线上直播的形式开展医学科普和应急救护培

训工作。开展线上科普云游活动，该活动受益人数高达 12

万人次；联合市红十字会在 2022 年第 23 个世界急救日开展

“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行”线上直播科普活动，该活动直

播当天点赞人数达 20 万次。真正意义上推进科学普及、终

身学急救的科普理念的实现。

3.4 理论学习与实操训练相融合

急救科普工作不应仅仅浮于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实际

操作技能。为了提高民众的急救操作能力，服务队多次在街

头小巷、大型广场“摆摊”开展“接地气”的急救科普活动，

极大程度上提高了民众的参与度，目前已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五十余场摆摊活动，取得了市民的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同

时也荣获国家级主流媒体的高度认可。通过采用科普前调查、

科普中学习、科普后回访的形式，对民众急救知识的学习情

况进行回访调查，形成科普闭环。

开展情景模拟式学习，模拟车祸、地震、火灾等灾害现

场的应急救援，进行实践操作训练，增强科普的真实性，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们在面对突发意外事故时“不敢救、

如何救”的心理负担。

在与本市政府机构及社会组织的合作中，服务队开展了

一系列急救科普讲座及应急救护员培训活动，使得本市的急

救普及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立足地方，展望全国，我们始终坚持打造优质的科普团

队，用过硬的专业知识创新性地开展跨地区联合科普活动，

从校内到校外；从学生到市民；从线上到线下，服务队对急

救科普事业的探索将永不止步。

4 应急救护培训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

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环节，思政元素的融入，

不仅仅有利于提升志愿者的职业认同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还可以提高社会责任意识，为培养高素质

的爱国人才提供了实践依据。

在面向民众及中小学的急救科普活动中，将科普活动与

思政教育充分融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宣传，构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大思政”格局，有利于形成“人人学急救，急

救为人人”的全社会和谐互助的精神风貌，为全面提高民众

急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起到推动作用。

5 民众急救普及率的提升离不开医学科普团队的披

荆斩棘

目前，我国大力推进急救普及事业的发展，将心肺复苏

作为公民必备的急救技能进行推广[6]，尽管急救普及工作任

重而道远，但基于地方高校的医学科普团队对急救科普事业

的探索从未停止。

急救科普工作的推进离不开地方高校医学科普团队的

建设；通过多种模式的创新型科学普及，加大医学科普力度，

提升全民急救普及率；增强新时代医学科普工作的产出效率，

满足人们对健康知识的需求和期待，提升科普的传播能力、

覆盖比率，帮助公众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提升全民科学素

养。加快推进科普工作社会化、群众化、常态化发展。服务

队所实行的科普模式，将会为“健康咸宁”战略目标的实现

提供动力，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我国急救普及工作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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