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急救护理中的心跳复

苏流程与技巧
心跳复苏是紧急医疗救护中的重要技能，需要熟练掌握流程和技巧，才能有

效地挽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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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跳停止的定义和识别

心跳停止的定义

心跳停止是指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不再向全身输送血液，导致血

液循环停止，进而影响大脑和身体其他器官的功能。

心跳停止的识别

心跳停止的识别主要依靠观察患者是否有意识、呼吸和脉搏，如

果患者没有意识、没有呼吸、没有脉搏，则可能发生了心跳停止。



心跳骤停的常见原因

1 1. 心脏病

心脏病是心跳骤停最常见的病因，包括冠心病、心肌梗塞

等。

2 2. 呼吸衰竭

呼吸衰竭会导致血液中氧气含量下降，引起心跳骤停。

3 3. 电气异常

心脏电活动异常，如心房颤动、心室颤动，会引起心跳骤

停。

4 4. 药物过量

一些药物，如镇静剂、麻醉剂，会导致心跳骤停。



心跳复苏的重要性

挽救生命

心跳骤停会导致脑死亡，及

时的心肺复苏是挽救生命的

关键。

改善预后

及时的心肺复苏可提高患者

生存率和神经功能恢复的可

能性。

减少损伤

及时的心肺复苏可以减少脑

损伤和器官损伤的风险。

社会效益

提高公众的心肺复苏技能可

以减少因心跳骤停导致的死

亡人数，提高社会的安全系

数。



心跳复苏的基本步骤

1

检查意识

确认患者是否清醒

2
检查呼吸

观察患者是否呼吸

3
拨打急救电话

立即寻求专业医疗帮助

4
开始心肺复苏

进行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

心跳复苏是一个紧急救护程序，旨在恢复心脏和呼吸功能，需要迅速采取行动。首先，要确认患者是否清醒和有呼吸，如果两者都缺失，则立

即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开始进行心肺复苏。



检查意识和呼吸

1

确定意识

轻轻拍打患者的肩膀，同时呼唤他们

。观察患者是否有任何反应，例如睁

眼、眨眼或说话。

2

检查呼吸

将耳朵靠近患者的口鼻处，观察患者

的胸廓是否起伏，以及是否有呼吸的

声音。同时观察患者的腹部是否起伏

。

3

判断心跳骤停

如果患者没有意识，也没有呼吸，或

呼吸微弱且不规律，则很可能发生了

心跳骤停。



拨打急救电话

拨打120

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告知患者情况，

包括姓名、年龄、地址、症状等信息。

准确位置

提供清晰准确的地址，以便救护车迅速找

到患者。

详细描述

清楚描述患者状况，包括意识、呼吸、脉

搏、胸痛程度等。



开始心肺复苏

评估情况

确认患者失去意识，没有呼吸，没有脉搏。迅速判断是否需要进行心肺复苏。

联系急救

立即拨打急救电话，请求专业人员的帮助。同时，开始进行心肺复苏。

开始按压

在患者胸骨下端中央位置进行胸外按压。每分钟按压频率至少100次。每次按压深度至少5厘米。

人工呼吸

每进行30次胸外按压，进行两次人工呼吸。确保患者气道畅通，轻轻吹气。



胸外按压的重要性

维持血液循环

胸外按压可模拟心脏跳动，将血

液泵送到全身，为重要器官供氧。

提高存活率

及时有效的胸外按压能显著提高

心跳骤停患者的存活率，延长抢

救时间。

脑损伤控制

脑部是人体对缺氧最敏感的器官，胸外按压可减轻脑损伤，提高患者恢

复意识的机会。



胸外按压的正确步骤

1
1. 手指交叉

将两手手指交叉，置于胸骨下端，两乳头连线中间位置。

2
2. 垂直用力

身体垂直向下用力，按压深度约5-6厘米，按压频率为每分钟100-120次。

3
3. 持续按压

每次按压后，迅速完全放松，让胸腔自然回弹，保持节奏和深度。

4
4. 保持姿势

保持正确的姿势，避免手臂弯曲，确保按压力量直接作用于胸骨。

在进行胸外按压时，应始终保持正确的姿势，并持续按压，直到专业医疗人员到达或患者恢复心跳。



人工呼吸的作用

恢复氧气供应

人工呼吸可以将氧气输送到患者的肺部，

帮助维持生命体征。

防止脑损伤

缺氧会导致脑损伤，人工呼吸可以延缓脑

损伤的发生。

辅助心肺复苏

人工呼吸与胸外按压相配合，可以提高心

肺复苏的成功率。



人工呼吸的方法

人工呼吸是心肺复苏的重要步骤，为患者提供氧气，延缓脑损伤。

1

头后仰

患者头部后仰，打开气道

2
捏紧鼻子

用一只手捏紧患者鼻孔

3
深吸一口气

深吸一口气，用嘴包住患者嘴

4
缓慢吹气

缓慢吹气，持续1秒

5
重复步骤

重复步骤，直到患者恢复呼吸

在进行人工呼吸时，要观察患者胸部是否起伏，以判断气体是否进入患者肺部。



心跳恢复后的观察

呼吸和脉搏

观察患者是否恢复自主呼吸，

并测量脉搏频率和强度。

意识和瞳孔

评估患者的意识水平，观察

瞳孔大小和对光反应。

皮肤颜色和温度

观察患者皮肤的颜色和温度，

判断血液循环状况。

其他症状

观察患者是否出现呕吐、抽

搐或其他异常症状。



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

1
识别患者

确认患者无意识且无呼吸

2
打开除颤器

按照设备指示操作，选择成人或儿童模式

3
粘贴电极片

将电极片粘贴在患者胸部特定位置

4
分析心律

除颤器会自动分析患者的心律，判断是否需要电击

5
电击

若需要电击，除颤器会发出警报，并自动进行电击

自动体外除颤器（AED）是一种简单易用的设备，可以帮助恢复心跳骤停患者的生命。正确使用 AED 可以显著提高患者存活率。



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作用

1 1. 恢复心律

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向心脏提供电击，以中断致命的

快速心律，并允许心脏恢复正常节律。

2 2. 提高生存率

及时使用AED能够显著提高心脏骤停患者的生存率，尤其

是当发生在公共场所时。

3 3. 简便易用

AED设计简洁，配备语音提示和图形界面，即使没有医疗

背景的人也能在紧急情况下使用。

4 4. 广泛应用

AED现已广泛应用于公共场所、学校、机场等，为紧急情

况下的救治提供了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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