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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急救场景与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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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体外除颤器（AED）使用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快使用AED进行电击除颤，提高患者生

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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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骤停识别

判断患者意识、呼吸和脉搏，确认心脏骤停后立即进行心肺复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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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复苏术（CPR）

按照30:2的比例进行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保持患者呼吸道通

畅，直至专业救援人员到达。

心脏骤停与心肺复苏术



    

创伤出血与止血方法

创伤出血类型

识别动脉出血、静脉出血和毛细血管

出血等不同类型的出血。

止血方法

采用直接压迫、抬高伤肢、使用止血

带等方法进行止血，根据出血类型和

严重程度选择合适的止血方法。

包扎固定

对伤口进行包扎，保护伤口并减少感

染风险；对骨折或脱位部位进行固定，

减轻疼痛并避免进一步损伤。



包括跌倒、撞伤、烫伤、
烧伤、溺水、触电等多种
类型。

意外伤害类型 处理原则 预防措施

首先确保自身安全，然后
迅速评估患者伤情，按照
轻重缓急进行处理，优先
处理危及生命的情况。

加强安全意识教育，遵守
安全操作规程，注意个人
防护和环境安全，预防意
外伤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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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伤害处理原则



处理方法
立即停止接触毒物，尽快催吐、洗胃、导泻等排出体内毒物，并及
时就医治疗。

过敏反应
识别过敏症状如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立即脱离过敏源，给予
抗过敏药物治疗并观察病情变化，必要时就医治疗。

中毒类型
包括食物中毒、药物中毒、化学中毒等多种类型，症状各异。

中毒及过敏反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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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安全隐患及预防措施



不乱丢烟蒂、火柴梗；不在酒后、疲劳时或临睡前躺在床上

或沙发上吸烟；教育小孩不要玩火；使用蜡烛、油灯等明火

时要确保周围无可燃物；使用燃气、电器等要注意安全。

预防火灾的措施

发现火灾要迅速拨打火警电话119；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

姿势前进，寻找安全出口；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疏散楼梯

逃生；若身上着火，不要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压

灭火苗。

应对火灾的措施

火灾事故预防与应对



不用潮湿的手接触电器；电源裸露部分应该有绝缘装置；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不随意拆卸、安装电

源线路、插座、插头等。

预防触电的措施

迅速切断电源，或者使用不导电的物体（如干燥的木棍、竹竿等）挑开电线；在未切断电源之前，不要直接用手

拉触电者，以防自己触电；如果触电者伤势不重，神志清醒，应使其安静休息；如果触电者伤势较重，已失去知

觉，但心脏跳动和呼吸还存在，应使其舒适、安静地平卧，并速请医生诊治或送往医院。

应对触电的措施

触电事故预防与应对



预防煤气泄漏的措施
定期检查煤气管道、阀门等是否漏气；不使用不合格或超期的煤气罐；使用煤

气时要保持通风良好。

应对煤气泄漏的措施
迅速关闭煤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触动任何电器开关，如电灯、排气扇

等，以免产生电火花引起爆炸；如果煤气泄漏严重，要迅速撤离现场，并通知

邻居和有关部门处理。

煤气泄漏事故预防与应对



烟雾报警器能够在火灾初期及时发现火情

并发出警报，提醒家庭成员及时逃生。

安装烟雾报警器

家庭应配置干粉灭火器或泡沫灭火器等，

以便在火灾初期及时扑灭火源。

配置灭火器

为防止盗贼入侵，家庭应安装质量可靠的

防盗门窗，并定期检查和维护。

安装防盗门窗

急救箱应包含常用的急救药品和器材，如创

可贴、纱布、消毒液、止痛药等，以便在发

生意外时及时进行自救或互救。

配备急救箱

家庭安全设施配置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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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事故自救互救方
法



车辆落水

迅速解开安全带，打开电子中控锁，以防车门电路失灵；若水较浅未全部淹没车辆，设法

从门窗处逃生；若水较深，车辆下沉较快，立即使用安全锤等坚硬物品破窗逃生。

车辆侧翻

如未系安全带可能被抛出车外，应紧握方向盘，两脚勾住离合器踏板或油门踏板，尽量使

身体固定；若车辆向深沟连续翻滚，身体应迅速躲向座椅前下方，抓住方向盘等固定物体，

避免身体滚动受伤。

车辆起火

立即停车熄火切断电源，拉紧手刹，使用车载灭火器对准起火部位喷射；如火势较大，立

即拨打119并远离车辆，确保人员安全。

机动车事故自救互救方法



尽量双手撑地，缓冲摔倒时的冲

击力；若被车辆撞倒，尽量保持

身体蜷缩，保护头部和腹部等重

要部位。

骑行中摔倒

立即切断电源，使用灭火器或沙

土等物品进行灭火；如火势较大，

远离起火车辆，拨打119等待救

援。

电动车起火

非机动车事故自救互救方法



尽量保持冷静，观察自身伤势，如无

法动弹，可能是骨折或脊椎受伤，此

时不要随意移动，等待救援；如伤势

较轻，可缓慢起身，移至安全区域。

立即拨打120和110，说明事故地点和

伤者情况；在救援人员到来前，尽量

为伤者提供简单的急救措施，如止血、

包扎等。

行人交通事故自救互救方法

目睹他人被撞

被车辆撞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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