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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跳停止了怎么办？———心
肺复苏术（CPR）

心肺复苏是当呼吸及心跳停止

时，合并使用人工呼吸及胸外按压来

进行急救的一种技术，其主要目的在

于恢复心跳，并且给大脑供氧。

根据《2010年美国心脏协会

心肺复苏及心血管急救指南》，现

场心肺复苏的步骤由 3个核心步

骤组成，即胸外按压、打开气道、人

工呼吸。单人施救过程大致分为

以下几步：

第一步 判断意识（轻拍重喊）。
第一施救者俯身靠近伤病员，轻拍

其肩部，并分别对其双耳根部大声

呼喊“喂！你怎么了，需要帮助吗？”

如果伤病员有意识，则保持康复体

位，随时观察其病情变化。

第二步 呼救求援（镇静响亮）。
若伤病员无意识，要立即高声呼救。

有公众响应时，应指定专人拨打

“120”急救电话，请求公众帮助自己

一起来急救或维持现场秩序。

第三步 调整体位（仰卧位）。
对心脏骤停的伤病员不要随意搬

动，应该就近就便，并立即将其调

整成复苏体位———仰卧位，平放在

木板床或坚实平整的地面上，不能

在弹簧床、沙发床等软物件上进行

胸外按压。在翻动时，要注意保护

伤病员的颈部。解开伤病员的衣

服，充分暴露胸廓，同时观察伤病

员的呼吸。

第四步 胸外心脏按压。胸外

心脏按压是利用人工的力量，在胸

骨下 1/2处实施连续有规则按压，

使成人胸骨按下至少 5厘米，达到

间接压迫心脏的目的，使心脏被动

地收缩和舒张，维持血液循环。

（1）按压定位：胸部正中，胸骨

下 1/2，两乳头连线中间的部位。

（2）按压姿势：施救者跪在伤

病员身体右侧，左腿与伤病员右肩

齐平。施救者两肩齐平，两臂垂直，

双手掌重叠，手指上翘，掌根部紧

贴胸骨，巧用肩、背、臂的结合力向

下按压。对于儿童（1-8周岁）用单

手或双手操作；对于婴儿（1周岁

以下）用两指手法操作。

（3）按压深度：成人（含 8周岁

以上儿童）：按压深度至少 5厘米。

儿童：按压深度大约 5厘米。婴儿：

按压深度大约 4厘米。新生儿：按

压深度约为 1.5厘米。

（4）按压频率：以每分钟至少

100次的频率按压。

（5）胸外按压与人工呼吸比

值：成人、儿童、婴儿均为 30:2。

第五步 开放气道（仰头举颏
法）。施救者跪于伤者身体右侧，

左腿与伤病员右肩齐平。施救者

左肘关节着地，左手外侧（小鱼际）

压在伤病员的前额，右手食指与中

指轻抬伤病员的下颌角，使伤病员

的下巴、耳垂连线与地面成一直

线。气道开放的角度成人一般为 90

度，儿童为 60度，婴儿为 30度。

第六步 人工呼吸（口对口、口
对鼻、口对口鼻）。将伤病员的气

道开放后，若判断没有呼吸，则要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施救者用左

手食、拇指紧捏伤病员的两侧鼻

翼，张大自己的嘴包住伤病员的

嘴，形成口对口密封状态，将口中

的气体徐徐吹入，见伤病员胸廓抬

起即可。每次人工呼吸用时 1秒。

施救者保持正常呼吸，进行第二次

吹气。

对于 1周岁以下的婴儿，一般

采用口对口鼻方法；1至 8周岁的

儿童一般采用口对口人工呼吸法，

也可视情况采用口对口鼻的方法。

每做 30次胸外心脏按压后，

立即做 2次口对口人工呼吸为一

周期。5个周期后，检查一次生命

体征（脉搏与呼吸），每次检查时间

不得超过 5秒钟。如此反复，直至

伤病员恢复心跳。

注意：只有经过专家指导和亲

身实践，才能掌握施救的一系列程

序和动作要领。欢迎来县红十字

会学习更多现场救护知识。

红十字知识

红十字运动的起源
红十字运动起源于战地救护，

它的创始人是瑞士人亨利·杜南先

生。

1828年 5月 8日，亨利·杜南

先生诞生在日内瓦一个富庶的商

人家庭。

1859年 6月 25日，亨利·杜

南先生出差路过意大利索尔弗利

诺小镇，目睹了一场血腥的战争。

他组织、参与了战地救护，并于

1862年 11月撰写了《索尔弗利诺

回忆录》，他就战争对人类的危

害，提出了两个建议：一、在各国设

立全国性的志愿的伤兵救护组织，

平时开展救护训练，战时支援军队

医疗工作；二、签订一份国际公约，

给予军事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及

各国志愿者的伤兵救护组织以中

立的地位。

亨利·杜南先生的两个建议，

吹响了人道主义的号角，得到了日

内瓦的 4位知名人士的赞赏和支

持，他们是日内瓦公共福利会会长

莫瓦尼埃、杜福尔将军、阿匹亚医

生和莫诺瓦医生。

1863年 2月 9日，亨利·杜南

先生与他们一起在瑞士日内瓦宣

告成立“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

（又称“日内瓦 5人委员会”）。红

十字运动就此诞生。

1901年，亨利·杜南因其对红

十字运动作出的巨大贡献而荣获

首次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他把

奖金与社会给他的资助都无私地

捐给了慈善机构。

一百多年来，红十字运动一

直沿着亨利·杜南先生在《索尔弗

利诺回忆录》中提出的两个建议

中“志愿”与“中立”的人道理念不

断补充、完善、发展与壮大。

红十字运动的组成
国际红十字运动由三部分组

成，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

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各国

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

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简称

国际委员会）：1863年 2月 9日诞

生，前身为“伤兵救护委员会”（又

称“五人委员会”），1875年更名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设在

瑞士日内瓦。主要职能是在战争

与武装冲突中，领导并协调红十

字会组织的国际救援工作。

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

际联合会（简称“国际联合会”）：

于 1919年成立，创始人是美国红

十字会的亨利·戴维逊。国际联合

会是各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组

成的联合组织，原名为“红十字会

协会”，1983年改为“红十字会与

红新月会协会”，1991年改为“红

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总部于 1935年从法国巴黎迁往瑞

士日内瓦。主要职能是在和平时

期，动员人道的力量，改善最易受

损人群的生活，维护和增进世界和

平。

三、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

会：各国红十字会是本国政府人

道工作的助手，是独立自主的全

国性团体，根据各自的章程和本

国立法从事符合本运动任务和

基本原则的人道工作。截至 2007

年 12月，全世界共有 186个国家

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赋予的职责，

开展救灾、救助、救护，捐献造血干

细胞、社区服务，传播国际人道法

以及青少年活动，寻人等工作；开

展各国红十字会之间的交流和合

作；支持国际委员会、国际联合会

的工作。

红十字运动标志
为了向红十字运动的发祥地

瑞士表示敬意，1864年的日内瓦

公约规定：所有国家都使用与瑞

士国旗颜色恰好相反的白底红十

字标志，作为红十字运动的标志。

红十字标志作用有两个：即保

护性和标明性。

保护性作用：表明这是一个受

到国际人道法保护的人或物。

标明性作用：表明这是一个与

红十字运动有关的人或物。

“五·八”世界红十字日
1948年，为了对亨利·杜南先

生对红十字会运动作出的杰出贡

献表示敬意和感谢，红十字协会

（即现在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

际联合会）理事会决定把亨利·杜

南的生日 5月 8日定为世界红十

字日，要求各国红十字会在这一

天举行庆祝纪念活动。

中国各级红十字会每年都会

组织各种活动来纪念这一特殊的

日子。今年是第 66个“5·8世界红

十字日”，新昌县红十字会将围绕

现场应急救护、造血干细胞捐献、

人体器官捐献等职责开展一系列

纪念活动。

现场应急救护知识

现场应急救护是指在意外或

急症发生时，在医护人员或救护车

到达之前，第一应急响应人利用自

己所掌握的现场应急救护知识和

技能，利用现场的人力和物力，在

事发现场对伤病员实施初步的援

助和救护。

任何意外伤害事故发生时，把

危急病人送达医院或医疗急救系

统到达现场都有一段漫长的等候

期。在此期间，病人一旦出现流血不

止、呼吸困难甚至心跳停止等症状，

超过医学上称之为“黄金时间”的

4-6分钟，便会延误最佳急救时间，

造成终身残疾甚至更加严重的后

果。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 87%的心

肌梗塞发生在医院以外，其中 25%

以上的病人因第一目击者不懂急

救措施而死亡。全国交通事故死

亡人数每年高达 10余万人。专家

分析，如果在事故现场，伤者本人

或第一目击者懂得现场应急救护

知识和技能，通过简单的自救互

救，如对猝死者进行现场心肺复

苏，对外伤者实施止血、包扎、固定

和搬运，那么，50%以上的生命是

可以获救的。

红十字会开展的现场应急救

护培训就是通过培训现场第一应

急响应人，使他们掌握现场心肺复

苏、创伤救护知识和技能，在事发

现场、在“黄金救命时间”里成为第

一施救者，在急救系统到达之前对

伤病员进行基础生命支持，为专业

的医疗急救争取时间、创造条件，

从而达到挽救生命、减轻伤残、利

于恢复的目的。在有人身伤害事

故的现场，就有经过红十字会培训

的红十字救护员开展现场应急救

护，这是红十字会经过若干年努力

要实现的目标。

长期以来，浙江省各级红十字

会面向机关、学校、社区、农村、企

事业单位扎实开展现场应急救护

培训。目前，新昌县红十字会已经

培养了 10名救护培训师，包括专

业医务人员、教师、社会志愿者、红

十字会专职工作人员。

据悉，2013年，我县现场救护

培训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机

关、进企业“五进”活动计划普及人

数近 4000人，其中取证人数 1000

余人。计划到 2015年，全县注册红

十字救护员占户籍人口比例达 1%

以上，救护知识普及人数占户籍人

口比例达 4%以上。

新昌县红十字会 联系地址：县府招待所3号楼二楼 联系人：赈济救护处 陈老师 张老师 联系电话：86620610 8662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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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应急救护培训图集今年的 5月 8日是第 66个“5·8世界红十字日”，为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推进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全县形成奉献爱心、拯救生命的良好风尚，县红十字会联合《今日新昌》
推出纪念第 66个“5·8世界红十字日”系列知识宣传，敬请关注。

现场应急救护篇

如果你身边有人突然发生意外，心跳骤停，你第一步该怎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