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急救误区与危害避免

策略
急救是紧急情况下挽救生命的关键措施，但错误的急救方法不仅无法帮助患

者，反而可能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了解常见的急救误区并掌握正确的急救技巧，是避免二次伤害、提高救治成

功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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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1：仅依靠呼救而不进行急救

场景描述

一个人在街上突然晕倒，路人看到后仅仅拨打了急救电话，却没

有进行任何急救措施。

伤者情况不断恶化，等待救护车到来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

危害

仅仅依靠呼救而不进行急救，会延误最佳救治时机，导致伤情加

重甚至死亡。

许多急救措施，例如心肺复苏，必须在第一时间进行才能有效。



误区1：仅依靠呼救而不进行

急救

1 呼救的重要性

呼救可以迅速将专业救援人员带到现场，为伤员提供更专业的帮

助。

2 急救的必要性

在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到达的同时，及时进行急救可以最大程度地

减轻伤员的痛苦，甚至挽救生命。

3 掌握基本急救技能

掌握基本急救技能，例如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可以在紧急

情况下提供有效的救助。



误区2：错误进行心肺复苏

按压深度不足

按压深度不够，无法有效地使

血液循环，影响心脏复苏的效

果。

按压频率过快

过快的按压频率会影响心脏的

血液回流，不利于心脏恢复跳

动。

按压中断时间过长

按压中断时间过长会导致心脏

供血不足，影响急救效果。

人工呼吸操作不当

人工呼吸时，气体无法有效地

进入肺部，影响患者的呼吸恢

复。



误区2：错误进行心肺复苏

1

正确位置

手掌根部放在胸骨正中

2
适当力度

按压深度至少5厘米

3
节奏一致

每分钟按压频率100-120次

4
有效通气

确保气道畅通，人工呼吸有效

心肺复苏是抢救生命的关键步骤，但错误的操作可能导致二次伤害。

掌握正确的步骤和力度至关重要，包括按压位置、深度、频率和人工呼吸的技巧，才能确保心肺复苏的有效性。



误区3：不当移动伤员

错误移动方式

不当移动伤员可能造成二次伤害，加重伤情。

正确移动方式

使用担架或其他辅助工具，确保伤员安全稳定，避免二次伤害。



误区3：不当移动伤员

脊柱损伤

对于可能存在脊柱损伤的伤员，切勿随意移动，以免造成更严重的二次伤害。

头部损伤

头部损伤的伤员移动时，应注意固定头部，避免过度晃动，防止脑部进一步损伤。

骨折

骨折部位应固定，尽量减少搬运，避免移动过程中造成骨折部位错位或进一步损伤。

专业人员

应由专业人员负责移动伤员，并使用专业的搬运工具，确保安全。



误区4：错误止血

1 1. 压力止血不当

施压部位错误或力度不足，可能导致止血效果不佳，甚至

加重出血。

2 2. 忽视止血带使用

对于严重出血，应及时使用止血带，但必须注意正确使用

方法和时间限制，避免造成组织损伤。

3 3. 错误处理开放性伤口

直接用手触碰伤口，可能导致感染，应使用干净的纱布或

绷带进行包扎。

4 4. 忽视止血后处理

止血后，应及时将伤员送往医院进行专业的处理，避免感

染和并发症。



误区4：错误止血

1
直接压迫

适用于大部分出血

2
指压止血

针对特定部位出血

3
止血带止血

用于严重出血

4
包扎止血

防止伤口二次污染

止血是急救中一项重要的技能，错误的止血方法可能加重伤情，甚至危及生命。根据伤口位置和性质，选择正确的止血方法至关重要。例如，对于大部分

出血，可以采取直接压迫止血的方法；针对特定部位出血，可以使用指压止血；而对于严重出血，则需要使用止血带进行止血。此外，还应注意包扎止血，

以防止伤口二次污染。



误区5：忽视创伤后休息

身体疲劳

创伤后身体需要时间恢复，过度

劳累会加重伤势，延缓康复速度。

心理压力

创伤会带来心理压力，休息可以

帮助缓解心理压力，促进身心恢

复。

二次伤害

忽视休息，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加重病情，延长治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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