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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世界急救日。昨天一早，合肥市商之都大东门店前广场就聚集了一

大批市民，除了摆开的应急救护知识宣传展板外，两具仰躺在地的橡胶人吸引了

大家的注意。来自安徽省红十字会卫校的20名学生志愿者，在这里向市民普及

急救知识，发放了急救宣传材料，并现场演示、传授心肺复苏术的操作方法。同

时，安徽省红十字会医院的几位专家为市民提供了健康咨询和义诊。

心跳骤停发生猝死，怎么办？
现场医生告诉记者，“如果心跳骤停发

生猝死，4分钟之内的紧急救治成功率能

达到50%，而超过10分钟，即使医生赶到，

也错过了救治的最好时机。”

现场，志愿者们手把手向市民演示了

心肺复苏的步骤。“首先要轻拍病人的肩

膀，高声呼喊，如果确定他失去了意识，就

要迅速开始紧急心肺复苏了。”志愿者一边

说着，一边抬起橡胶人的下巴让颈部伸直

并模拟用手清除病人口鼻腔的异物，“这叫

打开气道，呼吸道畅通之后才能让自主呼

吸得到恢复。”

“接下来就是口对口人工呼吸和胸部

按压。要捏紧鼻子，包住嘴唇，保证不漏

气，再吹两大口气进去，然后再按压胸部。”

救护员双手掌跟重叠，食指相扣，上半身前

倾，双臂伸直，用力、有节奏地按压起来，

“下压深度4～5厘米，按压频率 100次/分

钟，再回到人工呼吸阶段，循环往复，直到

病人恢复自主呼吸。”

志愿者示范结束后，一边的市民按捺

不住也尝试起来。“用心学了之后，发现并

不难，很有用。我家有孩子有老人，如果意

外情况，懂得急救就不会手足无措。”市民

胡女士说，“这次回去之后，我要把学到的

方法教给家人。”

现场的市民纷纷提问。“中暑怎么办？”

“触电怎么办？”“溺水怎么处理？”志愿者们

也向前来询问的市民一一传授。

中暑：让患者平卧在阴凉处，解除身上

所有的衣服；服用少许淡茶水；反复用凉水

或温水擦拭患者的身体，加快身体散热。

触电：首先要迅速切断主开关的电源；

假如未能切断电源，就站在木箱等干燥的

绝缘体上，用木棍或椅子将触电者的身体

拉离电源。

溺水：首先要把人抬离水面，让他（她）

的颈部低于胸部，减少肺部进水的危险；除

去身上的衣物，用干燥毛巾覆盖，进行人工

呼吸；即使溺水者看上去没事，也要送进医

院，以免吸进水造成肺部伤害。

遇到糖尿病患者昏迷情况，应立即解

开病人衣服，让其成侧卧体位，保持呼吸畅

通，不要贸然给予救治，应紧急送往医院。

中暑，触电，溺水，各有对策！
“急救很重要，如果能够抢在医生来

之前紧急处理，可以最大限度地挽救生

命。”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安徽省红十字会副会长马元淮表示，

很多事故或意外发生时，有80%的“第一

目击者”是伤员的家人、同事或朋友。作

为“第一目击者”，在意外伤害发生时能及

时正确地救助，能够最大限度地挽救生

命、减少伤残。

我省现在已有59万人参加了应急救

护培训并拿到了急救员证书，预计到2014

年，全省1.5%的人口都能成为急救员，也

就是说，每200人中就有3个人能够在危

急时刻及时出现、挽救生命。

如果你想学习应急救护知识，可以和

省、市红十字会联系。参加初级救护培训

后，经考核合格的，发给初级救护合格证。

3年后我省200人里就有3个救护员

心跳骤停，如何施“救”？
省红十字会及志愿者：街头教你二三招

市民纷纷了解如何应急救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