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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无锡市应急救护需求与培训情况的调研 

无锡市红十字会课题组 

2012 年起，江苏省委省政府连续实施公益性应急救护培训百万培训项目，并将“应急救护培训 100 万人以上”列入保障和

改善民生 10件实事内容。对此，无锡市红十字会积极响应并贯彻执行上级部门工作安排，大力开展急救培训社会宣传，扎实推

动百万培训项目的顺利实施。至 2017 年底，已完成初级救护员 59224 人和普及培训 425445 人。应急救护百万培训项目是红十

字会参与民生工程的重要平台，要让这项工作确实发挥作用，广大群众确实受益，必须在扎实性和长期性上下功夫。无锡市红

十字会针对过去五年应急救护培训情况进行调研，对如何做好应急救护管理、培训和评估等工作进行深入研究，以期能对全市

包括无锡市红十字会在内的应急救护标准化建设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 

一、调查方法 

（一）调查对象 

2017年 9-11月，课题组采用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无锡市的梁溪区（城区）和惠山区（郊区）的居民和红十字会应

急救护培训工作人员进行应急救护知识、态度和需求问卷调查，其中被访居民包括参加过和未参加过应急救护培训的两类人群。

此外，还对惠山区、梁溪区红十字会领导、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工作负责人进行了专题访谈。 

（二）调查内容与方法 

1. 调查内容 

研究内容主要有定量资料和定性资料。定量资料来源于问卷调查数据，包括一般资料信息、基础急救常识、应急救护需求

和学习态度以及对参加过的应急救护培训进行评价；定性资料主要来源于惠山区和梁溪区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调查座谈会访

谈记录。主要旨在了解群众对应急救护知识的掌握程度、对日常必需的一些应急救护知识的需求程度、对应急救护培训的参与

意愿与态度等。 

2. 调查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两种研究方法。借鉴国内外有关的文献资料，结合无锡的实际情况，自行设计调查

问卷。起草问卷过程中多次与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协调，发现问题及时进行修改。本次调查问卷主要针

对三类人群：未曾参加过应急救护培训的人员、参加过应急救护培训的人员以及应急救护培训工作人员。在惠山区红十字会中

心、梁溪区人民政府会议室、市红十字会服务中心进行了应急救护专题座谈会或专题访谈，针对参加过应急救护的居民和红十

字会领导、应急救护工作人员分别进行了专题访谈，从框架来看，即本次访谈可以从应急救护培训的管理层、实施层和受众层

三个维度来进行分析透视。 

（三） 数据整理与分析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650 份，回收问卷 650 份，回收率达到 100%，其中有效问卷 594 份，有效回收率达到 91.4%，符合统计

学的要求。本研究所有调查数据采用 SPSS21.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和分析，取双侧 a=0.05，P<0.05 有统计学意义。计数资料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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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描述使用率和百分比，组间率的比较采用 x2检验。定性资料采；用内容分析归类法整理资料，录入 Word2016o 

（四） 调查对象基本状况 

本次应急救护培训需求与评估问卷调查对象共计 594 人，其中调查对象男女性别占比分别为男 33.8%、女 66.2%;在调查对

象的婚姻类型中，未婚 17.7%，已婚 82.3%;从调查对象的学历情况来看，大学本科学历的占比最多，达 30.3%，其后依次是大专

学历占比 25.6%，高中和初中学历分别是 18.7%、18.0%;在个人月收入的基本情况调查中，有 54.5%的群众个人月收入在 1801-3500

元之间，17.7%的人月收入在 3501-5000元之间，16.7%的人月收入在 1800元以下。 

从调查对象的年龄状况来看，年龄最小的是 15岁，最大的 79岁，整体年龄跨度较大，平均年龄为 40.61岁。 

从居民参与过应急救护培训的状况来看，在所有的调查对象中，有 39.9%的人不曾参与过应急救护培训，有 55.6%的人曾经

参与过应急救护培训，还有 4.5%的人是应急救护培训的工作人员。整体来看，几乎有一半以上的居民都接触和参加过应急救护

培训。 

表 1居民对应急救护知识的需求程度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中暑急救 594 1 10 8.60 2.169 

溺水急救 594 1 10 8.95 1.870 

心肺复苏术 594 1 10 9.08 1.794 

止血与包扎救护 594 1 10 8.64 2.090 

烫伤灼伤的现场急救 594 1 10 8.59 2.130 

骨折固定和搬运伤员 594 1 10 8.47 2.162 

创伤急救 594 1 10 8.57 2.131 

急性中毒的现场急救 594 1 10 8.90 1.914 

意外触电的现场急救 594 1 10 9. 10 1.709 

突发灾害的自我急救 594 1 10 9.19 1.686 

 

二、调查结果 

（一） 居民应急救护知识掌握情况 

考察居民对应急救护知识的掌握情况，对问卷数据应急救护知识部分进行重组，选择正确选项得 1 分，选择其他选项得 0

分，总计 10 分。总体来看，居民对应急救护知识的掌握情况正确率在 50%左右，其中不乏不少参加过培训的人。其中，正确率

最低的是作为基础应急救护知识的心肺复苏术的相关操作知识，包括胸外心脏按压法的频率和成人心肺复苏胸外按压与通气的

比率问题。正确率最高的是灾害逃生中的地震逃生的相关知识。 

（二） 居民对应急救护知识的需求 

从总体上来看，居民对各种应急救护知识的需求程度都比较高。具体来看，居民对突发灾害、意外触电、急性中毒、溺水

急救和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需求程度较高且比较稳定，说明居民更加注重对危及生命安全状况的急救知识，而对一些诸如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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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扎、烫伤灼伤、骨折固定和创伤急救的不会危及生命安全的急救知识在需求程度和稳定性方面都相对较低。 

（三）居民参与应急救护的情况 

1. 居民获得应急救护知识的主要渠道。就居民获得应急救护知识的渠道而言，最多的是通过电视、广播获得应急救护知

识，占比 23.02%；其次是参加专业培训，占比 21.33%；然后是通过网络（18.32%）、报刊杂志（17.61%）、其他社会宣传（11.23%）,

最后才是通过与他人交流来获得应急救护知识（8.49%）。由此可见，居民很少会与他人交流应急救护知识，更多是参与专业培

训或独自学习来了解实现的。 

2. 居民对应急救护知识的兴趣。整体上看，大多数人对应急救护知识都很感兴趣，可以看出居民自身对应急救护知识的

重视和需求程度较高。具体来看，居民对应急救护知识的兴趣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且通过 0.05显著水平的卡方检验，其中

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对应急救护知识更感兴趣，在所有的女性被访者中，有 63.4%对应急救护知识很感兴趣，而在所有的男性被

访者中，只有 49.8%对应急救护知识很感兴趣。可能的解释是女性更加细心、更注重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所以对应急救护知识

的需求程度较高，表现出较高的兴趣。 

3. 居民对参与应急救护培训的意愿。（1）为什么居民不愿意参与培训？居民不曾参加过应急救护培训的主要原因在于不

知道去哪里培训（37.92%）和工作/学业太忙没有时间（36.24%）,还有一些的原因在于顾虑太难、怕学不会（8.15%），没有兴

趣（7.87%）,以及身体健康条件不允许（3.93%）和其他原因（5.90%）。由此可见，在此问题上，应急救护培训的主办方需要反

思，应急救护培训的社会普及度是否到位、培训时间和地点安排上是否合理的问题。（2）参与意愿。如果所在片区红十字会开

展应急救护培训，所有被访者中有 89.73%表示愿意主动参与，可见居民对应急救护知识以及主办方红十字会的认可度还是比较

高的，具有一定的应急救护社会意识。（3）居民希望参加救护培训的形式。居民希望应急救护培训的开展形式，最多的是希望

通过“讲座+练习”（34.46%）和情景模拟练习（33.45%），说明居民在学习应急救护知识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实操而不仅仅是对知

识的了解，这也符合了应急救护的学习目标。相比之下，专家讲座（19.42%）和观看录像（11.94%）的学习形式就显得不是很

注重实际操作，比较枯燥。（4）成为应急救护培训师的意愿。在所有的被访者中，有 72.56%的居民表示愿意成为一名应急救护

培训师，说明大多数居民具有一定的应急救护社会意识，有意愿从事社会应急救护培训的工作。 

（四） 受过培训的人员对应急救护培训的评价 

1. 对应急救护培训的重视程度评价。总体来看，参加过培训的居民普遍认为社会各界对应急救护培训工作比较重视，非

常重视和比较重视的占比 73.11%。但同时也有少数居民表示出不太重视的感知，表示不太重视和很不重视的占比 6.44%,故社会

对应急救护培训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研究发现，学历越高，认为社会对应急救护培训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也就是说学历

越高的人群对应急救护培训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从而认为社会对培训的重视程度同自己一样重视。 

2. 对应急救护培训的评价。总体来看，参加者、居民对应急救护培训的评价较高，不论是对培训内容还是培训人员专业

度、培训时间和场地安排上评价都较高，但在培训内容对生活有帮助这一项上，均值仅有 3.15,即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培训内容

对生活没有什么帮助，即使培训内容很重要，但在生活中的用得到的机会还是比较少，使用频率并不高。 

3. 对培训组织工作的评价。总体来看，参加过培训的人对应急救护培训的组织工作评价较高，不论是在现场组织、急救

集疏、方案制定上，都给予了相当髙的认可。 

（五） 应急救护工作宣传评价 

1. 应急救护宣传推广力度评价。所有参加过培训的被访者中，有 44.26%认为应急救护宣传推广力度十分到位，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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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宣传力度一般。总体来看，被访者普遍认为目前应急救护培训的宣传力度还是比较到位的，但宣传力度还需加强。 

2. 参与宣传推广的意愿。在所有曾参与过应急救护培训的居民中，有 82.35%都表示愿意主动参与宣传推广，邀请身边的

亲朋好友参加应急救护培训，说明参与过培训的居民对应急救护知识有了一定的认识，感受到掌握基础应急救护技能对生活的

重要性。 

三、讨论及建议 

1. 加强应急救护普及性培训，强化“精准”培训并注重培训效果提高。应急救护培训知识涉及到“现场急救基本技术、

急性中毒的现场急救、化学烧伤的急救、五官损伤的急救、紧急外伤的现场急救、其他现场急救及野外作业突发情况的急救”

等。应急救护培训过程中，培训管理人员及培训老师一方面需要做好普及性培训，同时，还要提高培训效果，特别是针对心肺

复苏术的相关操作知识培训，更需要加强关注。 

2. 拓宽应急救护培训知识普及渠道，激发不同居民主体兴趣并提高其关注度。培，训主体除了继续发挥传媒在应急救护

培训过程中提高居民应急救护知识获取功能之外，还应增强专业培训作用及居民同伴学习效能。因为专业培训对于居民应急救

护知识掌握度和现场参与度更高，同伴学习助推“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氛围建设。 

3. 完善应急救护培训相关法律政策，明确应急救护培训管理体制机制。为了更好建设“强富美高”新无锡、实现健康无

锡建设目标，完成 2020 年应急救护培训人员 20%的指标，推进应急救护培训工作顺利开展，无锡市急需制定一部专门针对公民

参加救护培训、现场急救行为免责、公共场所放置急救设备、应急救护培训标准化建设等内容进行规范的地方性法律法规或条

例。应急救护培训是世界各国红十字会组织的强项，群众性应急救护培训的普及也是红十字会的法定职责。应急救护包括院前

急救、院内急救和现场急救三个部分，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定位主要是现场急救和大众普及性急救部分，角色定位准确，也便于

应急救护培训中医疗、急救等各个部门之间分工和整合。除此之外，我们还需建立政府主导、多种补充与协调合作相结合的应

急救护培训模式。推进政府购买居民普及型培训模式、危险行业委托培训模式及市场化培训模式等。 

4. 提升政府对应急救护培训重视度，发挥应急救护在社区网格化治理中作用。应急救护培训是政府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

内容之一，政府应该认可红十字会应急救护行动，将其纳入政府推进健康城市建设、提升居民医疗健康服务水平的重要工作当

中。结合当前网格化治理的有利契机，建设网格化应急救护培训员制度，与城管、医疗、消防、公安等共同组建网格化应急救

援队伍和体系。红十字会主动提议政府将初级救护员纳入网格员队伍组建中、应急救护普及培训率纳入网格化治理考核体系中。

应急救护培训可以结合网格化社区治理及智慧社区建设契机，强化网格化应急救护员培训，实现每个网格均有一名以上的初级

救护员培训目标，这样完全可以保证公众成为第一目击者并实现现场急救能力的目标。只有政府给予足够重视，应急救护培训

任务和目标才能如期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