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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民 CPR 知识认知及需求现状调查分析 

——以河北省高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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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中医药大学  河北石家庄  050299 

【摘  要】目的：了解河北省社区居民对心肺复苏术（CPR）的掌握情况。方法：实地调察、网络问卷调查、走访、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等方法。结果：在社区

居民中，对 CPR 的知晓程度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具有很强的相关性（P＜0.01）；大多数人愿意为 CPR 的普及贡献一份力量；结论：社区居民学习 CPR 知识的意愿强

烈，目前中国社会的 CPR 知识教育培训存在短板，应多尝试新途径、新方式来提高我国社会民众对 CPR 的掌握能力。 

【关键词】社区居民；CPR；河北省；掌握情况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knowledge cognition and demand for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A case study of universities in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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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mastery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in Hebei Province. Methods：

Field investigation，network questionnaire survey，interview，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Results：There wa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knowledge 

of CPR and the occupa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P < 0.01）. Most people are will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popularity of CPR；Conclusion：Community residents 

have a strong desire to learn CPR knowledge. At present，there are shortcomings in CPR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Chinese society. New ways and 

methods should be tried to improve people's ability to master C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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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心脏骤停（CA）是一种常见且严重的临床事件，其特点是发病率高，

生存率低[1]。目前，我国心脏骤停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增加。基于国际

证据评估流程，LC0R2000、2005 年先后发布了《国际 CPR 与心血管急救

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南》被世界各国所认可和积极推荐。最

新版《指南》正式发表于 2010 年，始终坚持并强调应尽快尽早开展 CPR[2]。

近年来，根据临床调查发现，及时有效的 CPR 可以显著改善并影响患者

的长期健康及预后，政府已采取措施加强公众的急救知识培训，加强和

保持公众急救水平和急救能力的稳定[3]。我们小组针对此种情况进行了社

区居民对 CPR 的掌握情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二、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采取分层随机抽样，首先，对石家庄市目前已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采用随机数字表的方式随机抽取市级社区 3 个、区级社区 9 个。其次，

将抽取的所有社区居民按照门牌号随机抽取调查对象。 

（二）方法 

1.研究工具 

通过查阅国内外的相关文献、专家咨询及资料参考 2005 年国际 CPR

指南自设问卷调查[2-4]。问卷内容包括居民个人基本资料问卷和关于石家

庄市社区居民 CPR 掌握情况调查表两部分。此调查表分为三个维度，包

括态度、知识和行为水平。 

2.调查方法 

通过线上问卷与线下访谈结合的形式。线上发放问卷，填写完毕后

汇总收回。实际发放问卷 560 份，其中有效问卷 553 份，有效回收率 

98.67%。线下访谈以居委会为单位随机选取居委会组织进行，在随机抽

取得居委中随机抽取访谈对象。 

三、结果 

（一）一般资料 

年龄：15-的被调查者 279 人（50%）比例最高，其次为年龄在 45-

的 211 人（37.5%），年龄在 75-85 的占比最少，17 人（3.57%）。职业：

医学生参与率最高，295 人（51.79%），其余大部分为专业技术、企业单

位人员、农民和教师。 

四、讨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对于 CPR 的了解情况，被调查的社区居民中，502

名调查对象表示听过并且知晓，58 名表示不了解甚至没有听过 CPR。CPR

知晓率为 89.6%。大部分被调查者知晓 CPR 操作步骤、CPR 的有效指征

等知识，对 CPR 黄金时间了解较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有

没有经历过专业的 CPR 培训与被调查者的年龄并不存在相关性（P＞

0.05）。是否愿意接受系统的专业培训与被调查者的年龄存在相关性，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当今时代，居民群众多通过电视、上网和教育培训等多种渠道了解

CPR。并且居民对疾病的认识通常在患病后，缺乏前瞻性[4]。要逐步改变

他们过去对传统医学知识所了解程度的滞后性，需积极灌输预防为主的

思想。 

居民 CPR 急救知识知晓率低的现象不利于社会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

展。调查过程中发现家中患有严重高血压病的人占比 69.64%。目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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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3 亿人患高血压病，高血压人群是心搏、呼吸骤停的高危人群，并发

心脑血管意外、死亡，生存者超过半数导致残废，造成严重的社会和家

庭负担[5]。调查人群中有 73.21%的社区居民担心自己不能挽救病人的生

命，80.36%的居民担心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或承担法律责任，所以没有必

要去学习。因此，在进行知识教育的同时，需进行思想教育培养，教育

对象救死扶伤的精神和责任感，提高全民参与急救的意识。 

五、探讨与举措 

（一）政府需加强对 CPR 的重视程度，并采取相关措施 

1.加大司法支持 

通过此次调查，我们发现我省在公民急救知识普及方面缺乏规范化

的培训体系以及相应政策的支持[6]。因此，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

相关政策，增加对此施救方面人员的救护资金与投入，并应在社会实践

探索中继续摸索一些适合当前我省情况的社区急救培训新模式，以此锻

炼社区居民的急救能力，以利于我国 CPR 等急救知识技能的普及以及院

前急救培训的发展。 

2.完备相关急救设施，提高设施使用率 

自动体外除颤器（AED）是 CPR 操作过程中强有力的辅助工具，可

有效保证 CPR 的成功实施[7]。然而，我国目前 AED 配备率较低，河北省

大量公共场所、人员交通密集区域等均暂未配备 AED。对此，我省应进

一步规范和逐步落实推进在大型人员密集场所、公共空间区域、更多的

大型建筑物内逐步配备 AED 的有关规定，有效提高 AED 的配备率和使用

率。 

（二）各社会团体组织共同努力，协同配合促进 CPR 的普及 

加快社区急救能力建设是提高社区急救水平的关键。应在每个社区

建立应急快速反应救援系统，并向公众普及一些基本的生命急救知识、

概念和应用技能。同时，应建立急救快速反应救援团队，其中包括伤员

的紧急救治、危险品的处理和响应预警机制的建立等，能够有效促进中

国社区 CPR、脑复苏等社会急救支持体系能力的建设[8]。首先社区医务工

作人员应定期培训拥有熟练且持续的的 CPR 操作技能，然后联动社区工

作人员代表进行家庭宣传教育，从而建立起“医院-社区-家庭”三位一

体化网络。 

（三）推广 CPR 理论知识和技能培训 

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教育，培养民众的人道主义关怀及社会责任感，

以患者的生命为第一位，救死扶伤等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观

念[9]。并为居民详细介绍如何通过正确方式维护施救者的合法权益，这可

有效降低民众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进行急救的顾虑。 

（四）提高社区居民对 CPR 急救技术的重视程度，增强学习积极性 

在宣传过程中发现 CPR 相关信息呈现单向流动的特点，医务宣传人

员成为主体，民众被动接受参与度不高[10]。因此医务讲解人员在宣传之初，

即应充分了解所讲内容的重点和难点，在涉及重点、难点内容时，应合

理设计互动环节，让现场全体居民参与其中。这实际上是一闭合式的医

学理念，通过及时的教学课程调整以实现在课堂上将所认为需要讲授、

学到内容知识得以最切实准确的知识反馈传达给当地每个社区居民，真

正达到让更多的社区居民掌握既简单又实用的 CPR 操作技能的目标。教

学结束后即可设置实践演练评分比赛，利用竞争心态进一步提高学习效

率。 

六、总结 

本次调研针对我国社区民众对 CPR 急救技术的掌握率与心脏骤停发

病率不对等的情况[11]，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探索 CPR 普及现状及解决

办法。第一，国家进一步完善并落实相关政策法规；第二，政府部门应

该扩大 AED 的投放范围及密度；第三，各大高校还应大力推广 CPR 理论

知识和技能培训。从学生入手，提升学生的急救意识与急救技能水平；

从政府入手，加大政府的干预力度；从社会入手，充分调动起社区、企

业等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真正地做到 CPR 在社区居民的全面普及，提

高社区居民对 CPR 的掌握程度，以在挽救更多生命的同时营造更加和谐

美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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