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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复苏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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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复苏（CPR）是一种紧急处

理措施，通过人工方式维持大脑

和心脏等重要器官的血液循环，

以挽救生命。

定义

在心脏骤停等紧急情况下，通过

心肺复苏来暂时替代心脏和肺的

功能，为医疗救助争取时间，直

至专业救援人员到达。

目的

心肺复苏的定义



在心脏骤停等紧急情况下，心肺复苏

是至关重要的急救措施，能够迅速恢

复血液循环，挽救患者的生命。

及时进行心肺复苏可以减少脑部和其

他重要器官的损伤，降低患者康复后

的并发症和后遗症。

心肺复苏的重要性

减少并发症

挽救生命



历史回顾
心肺复苏技术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经过多次改进和完善，已经成为紧急

医疗救助中的重要手段。

最新进展

随着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技术进步，心肺复苏的方法和标准也在不断更新和

完善。2023年最新指南在心肺复苏的操作流程、按压深度和频率等方面进行了

修订和优化。

心肺复苏的历史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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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心肺复苏流程更新

胸外按压频率

由原来的100-120次/分钟调整为100-

120次/分钟，强调按压速率要恒定，

避免过快或过慢。

人工呼吸

在胸外按压30次后，给予2次人工呼

吸，而不是原来的2次人工呼吸后进

行30次胸外按压。

除颤

在心肺复苏过程中，应尽早使用自动

体外除颤器（AED）进行除颤。



对于儿童，胸外按压深度
应达到胸部厚度的约1/3
至1/2，具体深度应根据
儿童年龄和体型调整。

胸外按压深度 人工呼吸 除颤

对于儿童，每次人工呼吸
的吹气量应适当增加，以
确保肺部充分扩张。

在心肺复苏过程中，应尽
早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进行除颤。

030201

儿童心肺复苏流程更新



对于婴儿，胸外按压深度
应达到胸部厚度的约1/3至
1/2，具体深度应根据婴儿
年龄和体型调整。

胸外按压深度

对于婴儿，每次人工呼吸
的吹气量应适当增加，以
确保肺部充分扩张。

人工呼吸

在心肺复苏过程中，应尽
早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进行除颤。

除颤

婴儿心肺复苏流程更新



重视高质量的胸外按压
强调胸外按压的深度、速率和连续性，以保持有效的血液循环。

重视早期除颤
自动体外除颤器（AED）的使用已被证实可以显著提高心肺复苏的
成功率。

强调快速反应和准确操作
心肺复苏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急救人员的反应速度和操
作准确性。

心肺复苏操作要点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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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双手环绕的方式，确保手掌根部的着力点在胸骨中下段。

手法

选择在胸骨中下段，即两乳头连线的中点位置，避免在肋骨

上施加压力导致骨折。

位置

正确的手法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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