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类急救知识



细菌性食物中毒细菌性食物中毒

l症状：病人常在进食后半小时、数小时、
大多不超过24小时内出现以急性胃肠炎
症状为主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



l 救护原则：

l 1、卧床休息
l 2、多喝淡盐水或糖盐水
l 3、拨打120，告知中毒人数、病情等，请医生
前来急救

l 4、对食物中毒后吃剩的食物应予以保存好，
迅速通知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化验

l 5、如有大批病人，立即上报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安眠药中毒安眠药中毒  

l症状：轻者表现嗜睡、意识朦胧等。重
者表现为昏迷、瞳孔缩小、呼吸浅而慢
不规则，脉搏极弱或触摸不清，四肢厥冷。



l 救护原则：

l 1、尽早拨打120。
l 2、如发现早，病人尚未昏迷，可予以催吐：
即令病人喝下温水，然后用筷子刺激病人舌根、
咽后壁，使其产生呕吐，反复进行。

l 3、昏迷病人保持气道通畅，如呼吸停止则采
用人工呼吸。

l 4、急送医院抢救。



l注意事项：

l 1、送病人入院时切记要带病人服剩的药
片和药瓶，以协助医生及早进行确诊

l 2、药品妥善保存，注以明显标签，远离
儿童以免误服。



煤气中毒煤气中毒

l症状：可有头痛头晕、耳鸣、全身无力、
恶心呕吐、面色潮红、口唇樱桃红色、
躁动不安、昏迷



l 救护原则：

l 1、发现病人立即将门窗打开或将病人移至空
气新鲜处

l 2、拨打120
l 3、较轻的病人注意保暖，并给其喝含糖茶等
热饮料

l 4、有条件时可吸氧
l 5、对呼吸心跳骤停的患者行心肺复苏术
l 6、救护人员应用湿毛巾捂口鼻做好自身防护，
关闭煤气总闸，禁止明火

l 7、急呼煤气公司排除故障



酒精中毒酒精中毒

l 现场救护：

l 1、轻度中毒，病人只需卧床休息，注意保暖，
喝茶水或咖啡醒酒

l 2、观察病人的神志、呼吸、心跳，如心跳停
止，立即心肺复苏

l 3、重度中毒出现烦躁、昏睡、抽搐、呼吸微
弱立即拨打120，送医院急救

l 4、对于有呕吐者，要清洁口腔保持呼吸道畅
通，侧头平卧防止窒息。 













l症状：气管异物多发生于儿童，成年人
中也偶有病例。由于不小心或着急，不
慎将花生米、瓜子、枣核、图钉、别针、
钮扣、硬币等吸入气管，致使气管受到
刺激，突然出现剧烈呛咳、哮鸣。异物
堵塞气管时，可有憋气、声嘶、面色苍
白或青紫、呼吸困难、甚至窒息。



l 急救：首先清除鼻内和口腔内呕吐物或食物残
渣。

l 排除气管异物方法之一：救护者站在病人身侧
后，双臂转绕患者腰腹部，一手握拳，用拇指
侧顶在心口与肚脐连线的中点，另一手重叠在
握拳的手上，向上向内猛烈挤压上腹部，挤压
要快而有力，压后放松，反复操作，以驱除异
物为止，但应注意不要按压中线两侧。

l 手法二：对卧位病人，让病人屈膝蜷身，面向
抢救者，而抢救者用膝和大腿抵住病人胸部，
用掌根在肩胛间区脊柱上连续有力四次拍击，
使异物排出。



l 儿童急救手法

l     1、背法：让小儿趴在救护者膝盖上，头朝下，托
其胸，拍其背部4下，使小儿咯出异物。也可将患儿
倒提。

l     2、催吐法：用手指伸进口腔，刺激舌根催吐，适
用于较靠近喉部的气管异物。

l     3、迫挤胃部法：救护者抱住患儿腰部，用双手食
指、中指、无名指顶压其上腹部，用力向后上方挤压，
压后放松，重复而有节奏进行，以形成冲击气流，把
异物冲出。

l     上述方法未奏效时，应分秒必争尽快送医院耳鼻喉
科，在喉镜或气管镜下取出异物，切不可拖延。呼吸
停止给予口对口人工呼吸。



触电救护触电救护

l触电是一定量的电流通过人体，引起机
体损伤或功能障碍，甚至死亡。触电的
时间越长，电压越高，人体所受的电损
伤就越严重。自然界的雷击也是一种触
电形式，其电压可高达几千万伏特，造
成极强的电流电击，危害极大。



l 症状:轻者有惊吓、发麻、心悸、头晕、乏力，
一般可自行恢复

l 重者出现强直性肌肉收缩、昏迷、休克心室纤
颤为主，低压电流造成持续数分钟后可造成心
跳骤停，高压电流主要伤害呼吸中枢，呼吸麻
痹为主要死因，

l 局部烧伤：低压电流所致伤口小，伤口焦黄，
高压电流表面可有烧伤烙印，给人感觉烧伤并
不严重，但实际面积大，伤口深，重者可伤及
肌肉、血管、神经和骨骼。



l 应急措施：争分夺秒，反应敏捷，迅速进行抢
救，往往奏奇效。

l 1、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电闸，或用木棍，竹
竿等不导电物体将电线挑开。电源不明时切记
不要用手接触触电患者。

l 2、在浴室或者潮湿的地方，救护人员应穿绝
缘硅胶鞋带胶皮手套或站在干燥木版上以保护
自身安全。

l 3、紧急呼救，拨打120。



l 4、呼吸心跳停止者立即进行心肺复苏，
直到专业医务人员到达现场。要坚持较
长时间的心肺复苏术，曾有长达2小时心
肺复苏成功者。

l 5、烧伤病人局部就地取材进行创面的简
易包扎。

l 6、触电应以预防为主，严格安操作规程
用电，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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