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急救知识与操作技巧
掌握急救知识和操作技巧至关重要，这可以帮助你在紧急情况下挽救生命，

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学习急救知识，能够有效地帮助你应对意外事件，及时采取行动，为伤病者

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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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的重要性

挽救生命

及时有效的急救可以挽救生命，

降低伤亡率，并减少后续的医

疗费用。

减少伤害

急救可以有效控制病情发展，

减少并发症，并减轻患者的痛

苦。

安抚家人

急救可以为伤病者提供临时的

医疗照护，并为家属提供心理

支持。

提升自信

掌握急救知识，能够增强自我

保护意识，并提高在紧急情况

下的应变能力。



急救的基本原则

保护自身安全

在施救之前，要确保自身安全，

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评估伤病情

迅速判断伤病人的情况，并确定

最紧急的处理措施。

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尽快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向接

线员准确描述伤病人的情况。

保持伤病人的安全

将伤病者移至安全区域，并尽量

保持呼吸道通畅。



呼吸急救

检查呼吸

观察患者胸部起伏，倾听呼吸声音。如有呼吸，保持通畅。

清理呼吸道

清除口鼻异物，保持呼吸道通畅，侧身将患者呕吐物排出。

人工呼吸

患者无自主呼吸时，进行人工呼吸，每分钟12-15次，持续保持通畅呼吸。

观察患者

观察患者呼吸状况，必要时重复上述步骤，直至患者恢复自主呼吸。



心肺复苏术

心肺复苏术是急救中最基础的技术之一。它用于抢救心跳骤停或呼吸停止的患者，可以为患者赢得宝贵的时间，等待专业救护人员的到来。

1

评估

判断患者是否需要心肺复苏。

2
胸外按压

按照正确的手法和节奏进行胸外按压。

3
人工呼吸

进行人工呼吸，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

4
循环

持续进行心肺复苏，直到患者恢复心跳或专业救护人员到达。

掌握心肺复苏术，对于应对突发状况至关重要。它能有效地增加患者的生存几率，是拯救生命的重要技能之一。



止血急救

1
直接压迫法

用干净的纱布或布料，直接压迫伤口

2
加压包扎法

用绷带或三角巾，加压包扎伤口

3
止血带法

用止血带绑在伤口上，尽量靠近伤口

4
止血药

使用止血粉或凝血剂，加速止血

止血是急救中的关键步骤，可避免失血过多造成生命危险。根据伤口类型选择合适的方法，并及时送往医院就医。



骨折急救

1评估伤情

检查骨折部位，确定骨折类型和严重程度。观察是否

有开放性骨折，并注意周围组织损伤情况。

2 固定骨折

使用合适的固定材料，如木板、布条或绷带，固定骨

折部位，防止骨折部位移动，减轻疼痛。
3紧急送医

及时将患者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诊断和治疗。在运输

过程中，保持骨折部位固定，避免移动。



烧伤急救

烧伤是指皮肤、皮下组织或其他器官因热力、化学物质、电能或辐射能等因素引起的损伤。烧伤是常见的意外伤害，严重者可危及生

命。

1

立即降温

用大量冷水冲洗烧伤部位，持续15-20分钟。

2
覆盖伤口

用干净的布料或纱布覆盖烧伤部位，避免感染。

3
就医处理

及时送往医院接受专业的治疗和护理。

烧伤急救应遵循快速、有效的原则，以减少伤害程度，降低感染风险，争取最佳治疗效果。



中暑急救

识别症状

中暑常见症状包括头晕、头痛、恶心、呕吐、皮肤潮红、体温升高、呼吸急促等。注意观察患者是否出现神志不清、昏迷等严重症状。

移至阴凉处

将患者移至阴凉通风的地方，帮助其平躺，解开衣物，降低体温。用湿毛巾或冰袋敷在患者的额头、颈部、腋窝等部位，帮助降温。

补充水分

给患者补充水分，如果患者意识清醒，可以喝一些含盐分的饮料，如运动饮料，帮助补充因出汗而流失的电解质。避免喝含糖饮料，因为糖会加

重脱水。

紧急就医

如果患者出现昏迷、抽搐、呼吸困难等严重症状，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并尽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中毒急救

中毒是指人体误食、吸入或皮肤接触有毒物质后，导致机体组织器官损伤或功能障碍的急性或慢性疾病。常见的毒物包括：农药、化学品、药物、食物中毒等。

中毒急救的关键在于快速排除毒物，防止毒物在体内进一步吸收，同时采取相应措施减轻毒物对机体的损害。

1
迅速脱离中毒环境

将患者转移到安全通风的地方，避免进一步接触毒物。

2
保持呼吸道通畅

清除患者口腔中的呕吐物或异物，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

3
尽快催吐

对于误服毒物的患者，应立即催吐，将毒物排出体外。

4
及时就医

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向医务人员详细说明中毒情况。

除了以上基本措施，根据不同类型的毒物，还需要采取相应的针对性措施，比如：服用解毒剂、进行透析等。



触电急救

1

断开电源

首先，迅速切断电源，这是最重要的

步骤，避免持续触电造成更大伤害。

2

移除触电者

使用绝缘工具或干燥的木棍将触电者

与电源分离，避免直接接触触电者。

3

检查伤势

触电者可能出现呼吸困难、心跳停止

、烧伤等症状，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

或其他必要急救。



溺水急救

1

确保安全

远离危险水域

2
尽快脱离

使用救生圈或绳索

3
人工呼吸

确保气道通畅

4
心肺复苏

恢复心跳呼吸

溺水者往往会本能地挣扎，救援者需注意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入水中。救援过程中，应尽可能避免直接接触溺水者，使用救生圈或绳索等工具

辅助其脱离水面。脱离水面后，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以恢复溺水者的呼吸和心跳。



创伤急救

快速评估

快速评估伤者意识、呼吸、心跳、出血情况，判断伤情严重程度。

保护现场

防止二次伤害，保持现场安全，避免人员再次受伤。

立即止血

优先处理严重出血，采取压迫止血、止血带等措施，减少血液损失。

固定受伤部位

对骨折、脱臼等损伤部位进行固定，减少进一步损伤。

及时转运

根据伤情尽快将伤者送往医院进行专业治疗，确保生命安全。



创伤处理原则

1 1. 保护现场

确保自身安全，防止二次伤害。

2 2. 评估伤情

判断伤势严重程度，决定救治

措施。

3 3. 紧急处理

进行止血、固定、包扎等必要

处理。

4 4. 转运患者

安全将患者送往医疗机构。



常见创伤类型

骨折

骨折是指骨头断裂，常见于跌

倒、交通事故等。骨折患者会

出现疼痛、肿胀、畸形等症状。

伤口

伤口是指皮肤或其他组织的破

裂，常见于刀伤、擦伤、烧伤

等。伤口患者会出现出血、疼

痛、感染等症状。

软组织损伤

软组织损伤是指肌肉、肌腱、

韧带等组织的损伤，常见于扭

伤、拉伤、挫伤等。软组织损

伤患者会出现疼痛、肿胀、活

动受限等症状。

胸部损伤

胸部损伤是指胸腔内器官的损

伤，常见于交通事故、跌倒等。

胸部损伤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

疼痛、咳嗽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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