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心肺复苏培训总结 心肺复苏的培
训心得(大全5篇)

总结的内容必须要完全忠于自身的客观实践，其材料必须以
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允许东拼西凑，要真实、客观地分析情
况、总结经验。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总
结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总结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心肺复苏培训总结篇一

今天，我参加了由公益后勤组与瑞金街道联合举办的急救培
训课。两位老师来自上海市红十字会。

急救培训可是我期盼已久的。早就听说市红十字会有急救培
训，为期一天，收费100元，有双休日班，我也保存了相关报
名号码，一直想参加，可由于找不到一同参加的伙伴等种种
原因，始终未能付诸行动。所以当不久前在公益后勤组崇明
净滩群里看到有关急救培训的通知时，我第一时间报了名。
而今天终于如愿以偿，接受了真真切切的急救培训。

培训为期一整天，有通过ppt演示的知识讲解，也有各种操作，
包括老师和一位同学配合进行的动作示范，全体同学分组逐
个练习，相互结对的动作演练等，理论结合实务，授课生动
有趣，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听了，记了，练习了，掌握了，
收获满满。

此前，一提到急救，我就会想到心肺复苏，我很想学习的也
是这项可能挽救生命的技术。确实，心肺复苏术（crp）也是今
天上午课程内容――现场救护的核心。心肺复苏是面对骤停
的心跳和呼吸，利用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使氧气进入
血液，再通过体内的血液循环到达脑部、心脏等人体重要部
位，以维持生命的"救命技术"。培训现场提供了两个假人，
大家分成两组，在老师的指导下依次进行该项技术的操练。



看着简单，实际做起来并不轻松。心脏按压时，或者因为身
姿不对而使不上力气，没法达到5厘米的按压深度，或者因为
按压速度过快或偏慢，正确的频率是100次/分，一旁连接的
仪器总是发出警示不达标的声音；人工呼吸时，要么嘴巴没
包住假人的嘴而漏气，要么抬假人的脸不到位而气管未打开，
怎么吹也不见"胸部有起伏"，一时让不少同学着急、紧张，
甚至有点懊丧。

我曾以为急救就是指心肺复苏，其实不然。身体的某个部位
突然大出血，野外遭毒蛇咬伤等等，都涉及急救。急救也不
止甲对乙的施救，也包括甲的自救，如火灾现场的逃生。所
以，今天的急救培训内容远超我的预想，下午的课就教大家
如何止血、包扎、骨折固定、搬运伤员、逃生等，令我思维
大开，也一时有应接不暇之感。

不过，我还是青睐心肺复苏术，同时觉得，除非想成为专业
救护人员，一般人没必要学习那么多救护技术，事实上也不
太可能在短期内掌握那么多。与其各种技术都蜻蜓点水一般
接触一下，还不如专门训练心肺复苏术，把这一项关乎人命
的技术练熟，练到孰能生巧，连出必能临场发挥的'信心。今
后若有心肺复苏术的专项培训，我一定还会积极报名参加。
毕竟要在家里配置一个假人以常练习是不太现实的，而对活
人进行练习是被严禁的――因为会出人命。

心肺复苏术的推广普及很重要――医护人员不可能随时出现
在每一个急救现场，因此发达国家都很重视。网上资料显示，
1966年美国心脏协会就开始提倡在公众中普及心肺复苏初级
救生术，规定警察、司机、消防队员、大中学校师生都必须
接受心肺复苏和现场抢救、自救的培训，目前美国的急救培
训普及率达为25%；其他国家也非常重视急救培训的开展，瑞
典大规模的公众培训开始于1983年，目前已有45%的公众参加
过心肺复苏培训，澳大利亚把对志愿者进行的急救培训作为
急救中心的培训任务，目前有50%的公众接受过急救培训，日
本的学生中急救培训普及率更是高达92%；而我国心肺复苏急



救知识的普及率都显著不足，绝大部分城市的急救知识普及
率不足1%。可见，加强心肺复苏术的培训实在是我国的当务
之急。

在此情况下，作为社会组织的公益后勤组能够主动联合政府
部门为广大志愿者提供免费的急救培训，实在是令人抚掌击
节的应景善举。

心肺复苏培训总结篇二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一)活动时间

20xx年9月4日至9月9日

(二)活动主题

“急救与日常及灾难中的危险”

(三)活动地点

1、各急救站站点

2、机关单位、企业、学校、社区、机场、车站等地

(四)活动内容

2、9月9日举办急救知识讲座。讲座内容:如何正确拨
打“120”，心跳呼吸骤停的紧急处理，生活中常见意外情况



的处理(包括:气道异物、急性中毒、电击伤、溺水、中暑、
动物性伤害等)，灾难中的避险和自救(包括:自然灾害、事故
灾难、公共卫生突发事以及社会安全事)。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全市“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
动在领导组领导下进行，具体工作由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组
织。各县(区)、各医院要充分认识开展“世界急救日”主题
宣传活动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严格把关，精心组织，切
忌走形式、走过场，并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确
保宣传活动落到实处，宣传效果取得明显实效。

(二)精心策划，多方参与。各县(区)、各医院要以这次宣传
活动为契机，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形式，
精心策划，整体推进，全面落实，形成部门组织领导，企业
响应，群众参与，社会反响良好的宣传氛围。

(三)认真总结，及时上报。本次活动将作为急救站质控工作
内容，纳入年度考核。各县(区)卫计局和市级各医院要及时
总结本次“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的工作情况，并将总
结、活动照片、视频等资料于20xx年9月1日前报领导组办公
室。

心肺复苏培训总结篇三

11月9日，我们参加了双峰县红十字会组织的救护车教育培训
活动。我们主要在“红十字急救知识技能培训”中学到了很
多有用的知识和技能。

在这次活动中，红十字急救教育培训中心的老师首先给我们
讲解了理论知识。她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了心肺复苏、
人工呼吸等常见突发事件和意外伤害的'抢救原则和技术手段，
并介绍了急救原则、目的、程序和自我保护的理论知识。我
们需要勇气和智慧来与生命赛跑。只有正确把握救援时间，
才能赢得更多宝贵的生命！



为了更好的掌握所学知识，我们还跟随红十字会的老师进行
了一次心肺复苏的野外模拟练习。

关于这个急救培训，我感觉培训的重要性。在实践中容易做
的事情看似容易，但我们在实践中总是忘记很多关键点。最
后，通过努力学习，我们都学会了初级急救技能，顺利通过
了老师的考核。

这次培训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它让我们对急救有
了一定的了解，让我们敬佩医生。急救是与时间赛跑，但短
短几分钟就决定了一个生命是否会消失。我们不能放弃这个
微小的机会。

感谢教育局和永丰中心学校提供这样的培训机会。这一天，
我不仅学到了明星拯救的知识，也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和庄
严。

心肺复苏培训总结篇四

通过参加公司举办的全员红十字会卫生急救培训班，我学到
了很多关于遇到突发事件及意外伤害情况时应该采取的卫生
急救方法，让我明白了现场急救在工作生活中的重要性与必
要性，懂得了急救知识与操作是工作生活中一种必要的保障。
更使我意识到假如当自己遇到紧急情况或意外伤害时却不懂
得如何进行现场急救，便无法使事故伤害减到最低，可能会
因此导致更严重的伤害或死亡。在此情况下，无论从责任层
面上还是从道德层面上讲，自己的心理都会感到愧疚和不安。

在此次急救培训中，我学习到以下几项主要的急救知识与方
法：

1、告诉接线员伤者的主要病症与具体诱因。如果不知道具体
诱因，也要尽量向接线员说明我们所了解到的伤者发病的过
程。



2、准备的说出伤者的具体位置，最好是说明周围的一些标志
性建筑物，以便于救护人员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伤者的
位置。

3、告诉接线员自己的姓名与联系电话，以保证救护人员在途
中可以随时与我们联系，从而提高救护效率。

4、准备的说明受伤的人数，以确保救护中心派遣足够的救护
人员到现场参与急救。

5、一定要切记在接线员挂线后，报警者才可挂线，以确保接
线员得到了所有的必要信息。

1、现场环境的安全评估：首先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才
可对伤者进行急救。

2、判断伤者有无意识、有无呼吸：可通过叫、拍伤者的方法
来判断伤者是否清醒，同时还要通过观察伤者的'胸扩与肚子
有无起伏来判断伤者是否有呼吸。在确认伤者无意识无呼吸
的同时，要高声呼救，以引起周围人群的注意，使更多的人
参与到急救中，可指定某人帮忙拨打急救电话。

3、当伤者的姿势不是平躺着时，需先摆正伤者的体位，才可
进行下一步的急救。

4、开始进行心肺复苏术：首先做胸外按压，以每分
钟100―120次的频率按压胸部正中央处30次；接着观察伤者
口中是否有异物，若有异物，须先清理伤者口中的异物；然
后打开伤者的气道，进行人工呼吸，在5―6秒的时间内吹气
两次。

5、在完成五个循环的心肺复苏术后，需观察伤者是否恢复呼
吸、心跳，若仍无呼吸、心跳，需继续进行心肺复苏术，直
至专业救护人员到达现场。



1、头部出血：需按压颞浅动脉（在耳部附近）。

2、面部出血：需按压面动脉（在咬肌附近）。

3、鼻子出血：头部前倾，捏鼻翼或冷敷鼻梁处，条件允许时，
可以塞纸团或棉团。

4、手指出血：需按压指间动脉。

5、下肢出血：需按压股动脉。

对于加压包扎法与三角巾包扎法，在无专业医用材料时，可
采取随身的一些干净物品进行替代，如衣服，围巾等。在使
用橡皮管止血带止血时，需特别注意：此方法只能用于四肢
大动脉出血时，且不可长时间扎止血带，以确保不会造成肌
肉坏死这种更严重的伤害。在止血与包扎得内容讲解过程中，
培训老师邀请现场学员一起演示操作方法，这种授课方法使
我们更容易地掌握了正确的包扎方法。另外，也通过培训了
解到了关于其他由专业医生进行的急救环节的基础知识，包
括：快速除颤方法（运用aed仪器的操作），有效的高级生命
支持，及综合的心脏骤停后治疗。这些环节对抢救生命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体现出了拨打急救电话的重要性。

培训结束后，我深刻地感受到急救虽然是件简单易做的事情，
它却在现场抢救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为抢救生命
争取更多的时间与机会。急救的重要性体现出了开展急救培
训课程的必要性，因为我们的工作生活中总是伴随着很多不
可预测不可避免的紧急情况或意外事故。我希望在今后的工
作生活中，在遇到突发的意外事故时，我们都可以把培训中
的理论与实践转化为冷静的应急反应，在最短的时间做最出
正确且及时的救护处理方法，为保障安全与生命争取最大的
机会。如上是我对此次急救培训的一点心得体会，如有不当
之处，请领导给予批评纠正。



心肺复苏培训总结篇五

受援疆指挥部及拜城县人民医院委派，怀着对知识的渴求，
我于20xx年12月07日至12月16日参加了在浙医二院举办的
《20xx美国心脏协会心肺复苏指南》培训学习，这次培训不但
使自己熟知并规范了抢救流程；更重要的是增强了自己的自
信心及团队协作精神。细数这短暂的时光，我倍感珍惜。因
为我知道，这次医院选派我参加浙医二院《心肺复苏》培训
学习，除了因为医院业务发展需要外，还包含了院部领导对
我的充分信任和殷切希望，我也把这次培训学习当做一次难
能可贵的机会。通过本次培训学习，不仅提高了我自身的业
务技术水平，还使我开拓了视野，拓展了思路，让我终身受
益匪浅，同时也明确感觉到了自己存在的不足。下面就我这
次学习机会谈谈自己的一些心得。

本次培训学习内容主要有基础生命支持和高级生命支持及基
础生命支持导师课程，这次培训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四方
面的内容；一是拓展了自己的思维，突破自己；二是学习到
了最新的心肺复苏指南及抢救流程，提高了自己抢救病人的
理论水平及抢救技能；三是懂得了团队协作及领导技能在抢
救危重病人的重要性；四是在导师及组长、组员的相互配合
及鼓励下，使自己克服了团队抢救病人时慌乱、紧张、不自
信的缺点。

九天的时间，这个过程让我体会很深、感触很深的是贵院严
谨的教学态度及娴熟的教学技能，使用“边看边练”视频演
示与参加长期的传统讲师课程学习，使用当场书面测试评估，
使教与学完美结合，浑然一体，能使学员当场掌握所学内容。
本次所学成人高级生命支持和儿童高级生命支持课程包括团
队协作和领导技能的培训。在成人高级生命支持和儿童高级
生命支持培训中，使用具有真实功能的人体模型，有助于综
合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操作培养。复苏课程中包括正式评估，
作为评估学生是否达到学习目标以及课程有效性的方法。使



用心肺复苏提示和反馈装置培训施救者，体现了复苏抢救的
模拟真实性，能为实际发生的心脏骤停提高心肺复苏的质量。
口头总结是一种以学习者为中心且不存在威胁的方法，能帮
助个人施救者和团队进行总结并改善表现。高级生命支持课
程中口头总结提高了学习效果。通过采用基于系统的方法，
如快速响应系统或医疗急救团队，降低心脏骤停存活率的`波
动性，这些教学方式、方法更能有秩有序、能真实的体现模
拟操作的真实性。

本次培训内容详细，培训成果卓有成效，这九天的培训将对
我的职业生涯产生深远的影响。感谢援疆指挥部及医院，感
谢援疆干部姜文兵院长能给我提供这次培训机会，使我在经
过自身努力、导师鼓励及帮助下顺利通过层层考核，并最终
获得bls及acls学员证书及bls导师证书。“学而不思则罔，思
而不学则殆”，本次培训已经结束，但要想将培训技能发挥
娴熟，需要不断加强自身与团队协作培训能力。当前，在温
州援疆的大好形势下，勤学苦练，努力钻研，力争上游，不
断提高疾病的救治能力。最后引用一句话：认真做事可以把
事做成，用心做事才能把事做好。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用心
做事，努力工作，发挥团队合作精神，鼓足干劲，在实践中
不断加强培训学习，将所学知识应用于临床，积极开展医疗
工作，为拜城县人民的健康贡献出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量。

1、在检查患者反应时应做到快速、准确，快递检查患者有无
呼吸及或是否能正常呼吸，检查脉搏时间不能超过10秒。

2、在心脏按压环节，应做到成人胸骨压下深度5cm，每分钟
频率100次/分，抢救者双肘关节伸直，双肩在患者胸骨上方
正中，肩手保持垂直用力向下按压。

3、打开气道环节，常用方法有以下几种：仰头举颏法、仰头
抬颈法、仰头拉颌法。

根据上次考核发现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操作演练及业务学习，



再次组织考核，我科医务人员已做到人人过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