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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员心肺复苏技能培训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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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心脏骤停致死率极高，全球每年约有 30万人死于该疾病，以意识丧失、心跳停止、呼吸停止为主要临床表现，病情及其

复杂，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危重症，患者生存率与心脏骤停时间呈反比，抢救每延迟 1分钟，抢救成功率便会下降 10%，一旦延迟超过

10分钟生还的可能性极低，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健康。因此，必须及时对患者采取抢救措施，能够延长患者生命周期，提高抢救成功

率，保障患者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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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复苏是针对心脏骤停常用的一种人工抢救手段，主要通

过开放气道、人工呼吸、胸外按压等手段，促进患者短时间内恢

复自主呼吸与循环，从而提高抢救成功率，延长患者生命周期。

而在心肺复苏阶段，护理人员的急救技能水平对抢救成功率起到

非常重要的关键作用，要求护理人员具备较高的相关技能，发现

患者出现心脏骤停等症状时第一时间快速、准确的采取抢救措施，

使患者快速苏醒，逐渐恢复正常心跳和心率，从而实现挽救患者

生命的目的[1]。因此，医院也对急诊科护理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

求，不断加强对急诊科护理人员的相关培训，以提高护理人员的

抢救技能与护理质量，减少护理操作的差错率，从而提高整体护

理水平和抢救水平。基于此，我院对部分急诊护理人员进行技能

培训与考核，现将取得临床效果做如下阐述。

1对急诊科护理人员实施心肺复苏培训的目的和作用

心脏骤停诱发因素有很多种，主要包括严重创伤、严重药物

中毒以及各种意外事故等，主要与心脏功能有着密切联系。如果

患者出现心脏骤停 4-6分钟内未得到紧急救治，便会增加死亡的

风险，因此要求急诊科护理人员及时采取救护措施，为患者赢得

最佳治疗时间，保证患者的生命安全。

目前，针对心脏骤停主要采取的抢救手段为心肺复苏，此种

手段主要通过了解患者病情和采取一系列干预措施，促使患者尽

快恢复自主循环[2]。美国心脏协会和心肺复苏指南提出心肺复苏

主要包括 4个环节，一是早期识别、求救；二是早期心肺复苏；

三是早期采取电除颤；四是早期采取高级生命支持措施。同时在

抢救成功后，需重视后期治疗，从而提高患者的存活率。因此必

须对急诊科护理人员采取针对性的健康教育，以提高护理人员的

心肺复苏技能，保证心肺复苏的顺利施展。

2对急诊科护理人员实施心肺复苏培训的组织管理

心脏骤停属于临床最危急的一种疾病，需要护理人员在短时

间内准确判断疾病，并针对患者病情采取针对性的急救措施，争

分夺秒的组织各项抢救。而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各种针对心肺

复苏的观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急诊科护理人员只有秉承认真负

责的工作态度，方能灵活的掌握心肺复苏操作技能，以提高抢救

成功率[3]。

2.1培训资质

国外将急诊科护理人员进行心肺复苏培训和自动体外除颤

技能训练以及护理人员与医生共同进行心肺复苏培训和自动体

外除颤技能训练的临床效果进行比对，结果表明急诊科护理人员

培训组实施胸腰按压操作更为规范，可正确使用 AED和第一时间

内实施心肺复苏，并快速的进行连续性操作。由此可见，对急诊

科护理人员进行心肺复苏培训和自动体外除颤技能训练，能够使

其操作更加规范，提高整体操作水平。但是目前国内医院缺少拥

有美国心脏学会认证的讲师，导致很多医院培训讲师的资质要求

无法达标。不过急诊科护理人员逐渐成为医院的重点培养对象，

很多护理人员经专业护师指导和心肺复苏培训，不仅提升了操作

水平，也使心肺复苏的培训质量得到大幅度提升[4]。

2.2培训要求

心肺复苏培训的主要目标是将掌握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

培训有效结合。研究显示，培训后急诊科护理人员需快速准确的

反馈信息，并通过反复考核，最终实现提高急诊科护理人员心肺

复苏操作水平的目的。目前，在实际临床工作中，心肺复苏逐渐

成为一项护理人员必须掌握的基本操作技能。若护理人员实施胸

外心脏按压的质量较高，则可最大限度的保证患者重要脏器的血

氧供应，因此必须不断加强对急诊科护理人员的技能培训，要求

护理人员熟练掌握每项基本操作技能，以便尽早采取心肺复苏抢

救操作，从而挽救患者生命。但是有学者研究发现，急诊科护理

人员在实施心肺复苏操作过程中，操作技能的遗忘概率明显高于

理论知识的遗忘概率。因此为了使急诊科护理人员冷静应对突发

状况，减少因遗忘对心肺复苏操作产生的影响，需不断对急诊科

护理人员进行技能培训，以加深护理人员的印象，提高护理人员

技能操作的准确度和熟练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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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培训时间间隔时间

心肺复苏技能在实际工作中使用频率较低，所以护理人员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其技能，因此需掌握心肺复苏培训技能的培

训间隔时间。国外项目研究表明，2小时的课程便会让参加者获

得和保留六个月的基础生命支持技能，待六个月后则需对培训技

能进行重新评估。也有学者研究表明，急诊科护理人员在经过初

级培训后，基本和高级生命支持技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退化，

在 1-6个月内所掌握的技能操作速度便会下降，7-12个月内所掌

握的技能操作便会退化，超过 12个月技能操作完全遗忘。高级

生命支持的培训间隔时间与基础生命维持间隔时间一致。国内研

究表明，普通病区护士需每个月进行一次复训，而急诊和重症监

护室的护理人员在实际操作中因操作演练频次和理论学习次数

均较高，可每年进行一次培训，此培训间隔时间为熟练掌握心肺

复苏技能的最佳时间。刘燕平等学者研究表明，对急诊科护理人

员采取的培训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季度单人心肺复苏培训，二

是半年双人心肺复苏培训，三是每年综合演练培训，培训取得成

绩较为理想。然而因为在急诊科护理人员培训阶段，存在个体差

异和维持反应能力不明确等因素，所以需不断对急诊科护理人员

的技能进行强化和评估其技能掌握程度，以保证临床实际工作的

顺利施展。

3心肺复苏培训模式

3.1交互式多媒体课程

多媒体教学是一种形象、逼真的教学形式，可使培训人员更

好的理解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步骤，也能够使非专业人员掌握心

肺复苏的基础操作技能，且此种方式不容易被遗忘，与传统培训

方式比较更具优势。而且在传统授课与视频指导过程中，即使针

对对象是有医学背景、接触过后急救知识培训的医学人员，后者

培训时间也更为灵活，能够节省培训时间，提高培训效率。但是

目前，国内并无统一的心肺复苏多媒体培训教程，此问题成为教

育工作者亟待解决的一项严峻课题。

3.2分享操作训练

心肺复苏主要利用除颤监护仪对患者进行不间断的胸外按

压，同时记录心肺复苏操作时间，从而为患者建立循环。因此，

在对急诊科护理人员进行心肺复苏训练过程中，需注重高级生命

支持和心肺复苏后的综合治疗，并增加气管插管操作技能、除颤

技能和低温处理技能的培训，从而提升整体复苏效果。

综合以上言论，本文主要对心肺培训的目的和作用、组织管

理方式以及培训间隔时间、心肺复苏培训模式进行论述，通过采

用不同形式以提高急诊科护理人员操作技能，从而提升抢救效果。

但是由于此技能操作频率低，所以需在不断提高护理人员操作技

能的同时对其进行反复训练，以提高护理人员实际操作的熟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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