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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调查·

徐州市大一新生心肺复苏认知现况与影响因素分析

王冉 覃朝晖 李亦琛 燕宪亮 许铁 刘晨旭 孙曦冉 郑舒遥

[摘要] 目的 了解徐州市大一新生心肺复苏认知现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开展针对性的大学生心肺复苏教育提

供理论依据与对策。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于2022年9~11 月选取徐州市三所大学9 887名大一新生，利

用自制心肺复苏问卷对大一新生心肺复苏认知现况展开调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对心肺复苏认知相关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结果 徐州市大一新生的心肺复苏知识得分为（2.48±1.65）分。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学校、性别、生活质

量自评、是否有亲属患有重大疾病、是否有亲属从事医疗工作、是否参加过急救技能培训、是否愿意参加急救知识技

能普及宣传活动、是否愿意帮助突发疾病的患者均是大一新生对心肺复苏认知水平的影响因素（t分别=-3.59、3.22、
-2.44、-1.99、-3.05、-3.76、-4.67、-23.14、-4.16、-5.15，P均＜0.05）。结论 徐州市大一新生心肺复苏认知水平较低，

学校应加强对心肺复苏培训的重视程度，加强对学生心肺复苏操作规范与AED使用两方面的培训，可以从制定标准

化心肺复苏教育体系、优化培训方法等途径提高学生的心肺复苏认知水平。

[关键词] 大一新生； 心肺复苏术； 认知现况； 回归分析

Current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knowledge and cognition of freshmen in
Xuzhou WANG Ran，QIN Zhaohui，LI Yichen，et al. The First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Xuzhou 221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knowledge and cognition of
freshmen in Xuzhou and analyz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carrying
out targeted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was con⁃
ducted to select 9 887 freshmen from three universities in Xuzhou from September to November 2022 to investigate their
knowledge and cognition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by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Th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gnitive factors related to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Results The average score of freshmen
at Xuzhou University in terms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knowledge was（2.48±1.65）.The result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showed that school，gender，self-assessed quality of life，whether a relative has a serious illness，whether a
relative works in the medical field，whether they have participated in first aid skills training，whether they a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CPR knowledge and skills popularization activities，and whether they are willing to help patients with sud⁃
den illnesses are influening factors of CPR knowledge and cognition of freshmen（t=-3.59，3.22，-2.44，-1.99，-3.05，-3.76，
-4.67，-23.14，-4.16，-5.15，P＜0.05）. Conclusion The knowledge and cognition level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of freshmen in Xuzhou is low. School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training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students' operation norms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and the use of AED，so as to improve

the cognition level of students' cardiopulmonary re⁃
suscitation by establishing standardized education
system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and optimiz⁃
ing training mode.
[Key words] freshmen； cardiopulmonary resusci⁃
tation； cognitive status assessment； regress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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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骤停致死是世界公认的重要公共健康问

题[1]。我国每年约发生 54.4 万例心脏骤停，且 70%
发生在院外[2]。在世界范围内，旁观者实施心肺复

苏的比率约为20%~70%，中国仅有2%[3]，因此，对我

国公众进行心肺复苏培训尤为重要。了解大一新

生心肺复苏认知现况不仅能够反映中学时期学生

的心肺复苏受教育情况，更有利于针对性地在大学

阶段开展心肺复苏培训，提升其施救意愿与能力。

本研究通过了解徐州市大一新生心肺复苏知识的

认知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开展针对性的大

学生心肺复苏教育提供理论依据与对策。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调查于 2022 年 9 月至 2022 年

11 月进行。根据过往研究数据大学生心肺复苏知

识掌握率 p为 0.05[4]，α=0.05，假设允许误差 δ为 0.1，
计算样本含量为7 670 例，考虑20%的无效问卷，因

此扩大样本量至9 204 例。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

法，具体实施如下：按照大学类别进行分层，将徐州

市13所高校分成部属本科院校、省属本科院校与高

职类院校三类，从每类别大学中随机抽取 1所，即中

国矿业大学、徐州医科大学、江苏建筑职业技术

学院 3 所大学，从每所大学随机抽取 5 个二级学

院，将每所大学抽中的二级学院的所有大一新生

作为整群纳入抽样。研究对象均已知情，自愿参

与。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 0 002份，回收有效问卷

9 887份，有效率为98.85%。

1.2 方法 参考美国心脏病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HA）发布的《2020 AHA心肺复苏及心

血管急救指南》自行设计问卷初稿。问卷经过两轮

德尔菲法修改后形成正式问卷。问卷内容包括：

①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政治面

貌、户籍地、家庭经济状况自评、家庭类型、生活质

量自评等；②心肺复苏知识的认知情况，包括心肺

复苏的操作规范（即心肺复苏操作步骤、胸外按压

与人工呼吸之比、按压手型、按压深度、单次心肺复

苏循环时长）、对自动体外除颤器（automated exter⁃
nal defibrillator，AED）作用的认知以及急救情景模

拟（即了解调查对象面对需心肺复苏场景时能否知

晓应开展的急救操作）三个方面。问卷对心肺复苏

的认知情况相关问题进行赋分，总分 7 分，每题

1 分，答对得1 分，错答或漏答不得分。将得分率为

100%判定为掌握心肺复苏知识。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4.0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均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计数资料以频数、构成比表示。均数比

较采用 t检验和方差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多因

素分析。设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调查大一新生

9 887 人，其中中国矿业大学 3 839 人（38.83%）、徐

州医科大学 3 228 人（32.65%）、江苏建筑职业技术

学院 2 820 人（28.52%）；男生 6 030 人（60.99%）、

女生3 857 人（39.01%）；平均年龄为（18.20±0.76）岁；

户籍情况：城镇户籍 4 154 人（42.01%）、农村户籍

5 733 人（57.99%）。

2.2 调查对象对心肺复苏知识与技能的认知现

况 问卷平均得分为（2.48±1.65）分，全部作答正确

人数为 78 人，占比 0.79%。心肺复苏操作规范共

5题，其中心肺复苏操作步骤、胸外按压与人工呼吸

之比、胸外按压手型知晓率较低，分别为 27.67%、

26.31%、24.25%，胸外按压深度与心肺复苏单次循

环时长正确率相对较高，分别为 42.86%与 34.95%。

完全掌握心肺复苏操作规范的大一新生有 137 人，

仅占比 1.39%；对AED的认知方面，能够知晓AED
作用的大一新生占比36.17%；心肺复苏情景模拟正

确率最高，为55.50%。

2.3 大一新生心肺复苏认知水平的单因素分析见

表1
表1 大一新生心肺复苏认知水平的单因素分析

学校 中国矿业大学

徐州医科大学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性别 男

女

年龄 ＜18 岁

≥18 岁

政治面貌 党员

团员

群众

户籍所在地 城镇

农村

家庭经济状况自评 富裕

一般

贫困

2.54±1.74
2.60±1.69
2.26±1.47
2.40±1.64
2.59±1.67
2.53±1.71
2.47±1.65
2.67±1.65
2.58±1.68
2.32±1.59
2.56±1.66
2.41±1.65
2.70±1.77
2.49±1.65
2.41±1.67

不同特征 得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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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类型 完整家庭

单亲家庭

重组家庭

其他

生活质量自评 好

比较好

一般

比较差

差

亲属是否患有重大疾病 是

否

是否有亲属从事 是

医疗工作 否

是否参加过急救 是

技能培训 否

是否遇到过需要施救 是

的意外事故 否

是否愿意参加急救知识 是

技能普及宣传活动 否

是否愿意帮助突发 是

疾病的患者 否

2.49±0.67
2.41±1.66
2.29±1.46
2.81±1.86
2.62±1.66
2.54±1.67
2.37±1.63
2.23±1.61
1.87±1.36
2.58±1.66
2.45±1.65
2.66±1.66
2.37±1.64
2.76±1.64
1.93±1.55
2.39±1.53
2.50±1.68
2.50±1.65
1.88±1.50
2.54±1.63
2.28±1.71

不同特征 得分/分

由表 1可见，学校、性别、政治面貌、户籍地、生

活质量自评、是否有亲属患有重大疾病、是否有亲

属从事医疗工作、是否参加过急救技能培训、是否

遇到过需要施救的意外事故、是否愿意参加急救知

识技能普及宣传活动、是否愿意帮助突发疾病的患

者是影响大一新生心肺复苏认知水平的相关因素

（t / F 分别 =36.66、- 5.44、21.29、4.45、14.47、2.86、
8.25、24.28、-2.53、6.67、6.59，P均＜0.05）。
2.4 大一新生心肺复苏认知现况影响因素的多因

素分析 以心肺复苏认知问卷得分为因变量，将单

因素分析结果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

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

表2。
由表2可见，学校、性别、生活质量自评、是否有

亲属患有重大疾病、是否有亲属从事医疗工作、是

否参加过急救技能培训、是否愿意参加急救知识技

能普及宣传活动、是否愿意帮助突发疾病的患者

均是大一新生对心肺复苏认知水平的影响因素（t

分别=-3.59、3.22、-2.44、-1.99、-3.05、-3.76、-4.67、

-23.14、-4.16、-5.15，P均＜0.05）。
表2 大一新生心肺复苏认知现况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常量

学校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建筑职业

技术学院

性别

生活质量自评

比较好

一般

比较差

差

有亲属患有

重大疾病

有亲属从事

医疗工作

参加过急救

技能培训

愿意参加急救

知识技能普及

宣传活动

愿意帮助突

发疾病患者

b

4.97

0.05
-0.16

0.10

-0.04
-0.11
-0.20
-0.50
-0.16

-0.16

-0.79

-0.38

-0.20

Sb

0.39

0.04
0.05

0.03

0.04
0.05
0.10
0.16
0.04

0.03

0.03

0.09

0.04

b'

—

0.02
-0.04

0.03

-0.01
-0.03
-0.02
-0.03
-0.04

-0.05

-0.23

-0.04

-0.05

t

12.83

1.38
-3.59

3.22

-0.85
-2.44
-1.99
-3.05
-3.76

-4.67

-23.14

-4.16

-5.15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我国心肺复苏教育起步较早，但发展缓慢，心

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5]。大学

生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掌握心肺复苏知

识对居民的生命健康具有重要。然而，本研究结果

显示，徐州市大一新生能够完全掌握心肺复苏的学

生仅有0.79%，学生的心肺复苏知识掌握水平偏低，

与田仁斌等[6]对大一学生心肺复苏掌握率的调研结

果基本一致。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徐州市大一新生在心肺复

苏操作规范方面，正确率均低于50%，可能因为大一

新生缺乏规范化的心肺复苏培训，培训次数少，导

致其对心肺复苏相关操作规范掌握程度低。AED
的使用能够有效提高心脏骤停患者的抢救成功率[7]，

然而大一新生对于 AED 的了解程度较低，仅为

36.17%，与公众对AED的认知程度相差不大[8]。大一

新生在心肺复苏情景模拟方面正确率较高，表明学生

在面临突发情况时，学生知晓需要进行哪些急救措

表1 大一新生心肺复苏认知水平的单因素分析续

·· 929



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 2024年 10月 第 22卷第 10期 Clinical Education of General Practice Oct.2024，Vol.22，No.10

施，但因其心肺复苏知识掌握程度低，不能采取规范

操作救助患者，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一步学

习心肺复苏的操作规范。以上结果提示高校应重点

培训学生心肺复苏操作规范与AED应用两方面内容，

使得学生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准确地运用心肺复

苏技能与AED设备，提高患者的生存率。目前，我国

并未形成完备的心肺复苏教育体系，培训内容与培训

方法均未统一，应加大对高校学生的培训力度，创建

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标准化心肺复苏教学体系，以

提升学生心肺复苏的整体掌握水平[9]。

本研究结果显示，医学院校的新生心肺复苏认

知水平高于非医学院校。龙建梅等[10]对贵州省大学

生心肺复苏知识态度行为现状的研究中也有同样

的发现，医学及其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应该具备更加

专业的心肺复苏知识与技能，才能在未来的临床工

作中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然而相关研究表明，医

学生对于心肺复苏的掌握并不理想，医学院校学生

的心肺复苏认知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11]。提示医学

院校在对学生的专业素质培养上有所欠缺，医学院

校应增强对心肺复苏教育的重视程度，创新教学方

法，增加学生对心肺复苏等急救知识的了解。本次

调查结果显示，参加过急救技能培训的学生心肺复

苏认知水平更高。有研究表明，心肺复苏的最佳培

训频率为每月一次[12]，只有熟练掌握心肺复苏的知

识与技能，才能在事故现场，更好地救助患者。相

较于传统的培训方法，虚拟现实技术[13]、翻转课堂[14]

等培训方法能够有效提升学生心肺复苏实践能力，

提高学生心肺复苏知识掌握水平。

综上所述，徐州市大一新生心肺复苏认知水平

较低，其心肺复苏知识掌握水平还有待提高。高校

应重点培训学生心肺复苏操作规范与AED使用两

方面内容，针对性开展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教学。

可以从制定标准化心肺复苏教学体系、优化培训方

法等方面着手，提高学生的心肺复苏认知水平。本

次研究也有局限性，研究仅侧重于大一新生对心肺

复苏知识与技能的了解情况，缺乏对学生学习意愿

与施救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研究仍不够全面，后

续可以从知信行的角度研究大一新生对心肺复苏

知识的了解现况，以期为大学生针对性心肺复苏教

育提供更加全面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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