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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急诊医学和危重症监护学科的发展，急重症救护领域的概念和技术也日益受到临床医护人员的关
注和重视。
为了让广大医护人员了解急重症救护领域最新的概念和技术，提高临床医疗工作者遭遇突发事件的抢
救应对能力，我们参阅了国内外（尤其是国外）急重症救护领域的相关书籍和最新文献，并结合临床
应用中的经验，由从事急诊和监护实践和教学多年的医护人员共同编写了本书。
本书共分五篇，第一、二篇为心脏生命支持的概念与技术，包括：基础生命支持，主要介绍心肺复苏
术和美国心脏协会2005CPR ＆ ECC指南的内容，由从事心肺复苏实践和急救培训多年的医护专家共同
完成；高级心脏生命支持，主要涉及气道管理、呼吸和循环支持方面的相关概念和技术，由具有丰富
麻醉、监护和心脏病监护与急救工作经验的临床专家撰写。
第三篇为创伤生命支持的概念与技术，主要阐述创伤机制、创伤评估方法和致命性创伤的急救，由从
事创伤急救多年的临床医护人员完成。
第四篇介绍了国际最新的急诊分诊系统概况，如五级预检分诊法和危重患者常用的监护技术、血液动
力学监测和各系统功能评估与监测的方法等，由具有丰富急救和危重病监护经验的专家书写；第五篇
为常用抢救操作技术和抢救药物的介绍，共包含47项操作技术和35类常用的抢救药物，其中的药物为
美国心脏协会推荐的复苏领域最新的常用药物，由从事临床急救和培训多年并具有丰富急救药物使用
与管理经验的临床专家完成。
该书内容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所介绍的新技术具有可行性。
与其他书籍不同的是，编者借鉴了国外先进的理念，试图从独特的角度诠释生命支持相关的技术和概
念，以ABCD方法说明挽救生命措施的关键步骤，力求急救的流程简单、快捷、清晰而易于实施，其
实用性强，能使读者较系统和全面地学习和掌握急重症救护的方法与技能。
本书可用作临床医学和护理专业本科教育以及继续教育的教材，也可作为院前急救人员、临床一线的
医疗、护理工作者的急救参考书，尤其适合于急重症医护人员作为应对突发意外病人抢救的指导用工
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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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急重症救护领域的新概念和新技术以及实用的抢救知识与操作技术。
包括基础和高级心脏生命支持技术、创伤生命支持技术、国际预检分诊系统与分诊技术、危重患者监
护技术、常用的急救药物和危重患者常用抢救护理操作规程。
该书借鉴了大量的国内外（尤其是国外）急救领域的新概念与新技术资料，从独特的角度诠释了生命
支持相关的技术和概念，以ABCD方法说明挽救生命措施的关键步骤，力求急救的流程简单、快捷、
清晰而易于实施，内容科学、先进、可行，可使读者较全面地掌握急重症救护的方法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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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篇 心脏生命支持技术：基础生命支持第一章 心肺复苏概论第一节 基本概念与生存链一、
基本概念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又称基础生命支持（basic life support，BLS
）是指用人工的办法尽快帮助心跳呼吸骤停的患者建立呼吸与循环，从而保证心、脑等重要脏器的血
氧供应，为进一步挽救患者的生命打下基础。
心肺复苏中最主要的步骤为A、B、C，即开放气道（airway）、人工呼吸（breathing）、人工循环
（circulation）。
心肺复苏是急诊心脏救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复苏成功的关键步骤，它贯穿于心脏生命支持的全过程
。
心肺脑复苏（cardi0—pulmonary—cerebral resuscitation，CPCR）是指在基础生命支持的基础上为减轻
心脏骤停患者的中枢神经系统损害而进行的一系列综合性治疗，以达到部分或全部恢复脑组织的功能
。
心肺脑复苏是临床医学的组成部分。
无论哪一个临床医学专业，都将涉及心肺脑复苏的问题。
CPCR更是急诊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起死回生”、“救死扶伤”最生动、最具体的体现。
CPCR的过程和成功率反映了整个急诊医疗体系三个组成部分（院前急救——医院急诊室——危重病
监护病房）之间的协调程度和工作效率。
二、生存链 近年来，许多临床工作者、管理者和研究人员都意识到，改进急诊救护系统的工作对提高
生存率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即抢救心脏骤停者的生命必须依赖一系列紧急措施的有效实施，如果任
何一项措施被忽视或延搁，患者的生命就无法挽救。
而生存链（chain of surviv-a1）的提出使心脏救护各项措施的实施成为可能，生存链各环节的紧密配合
可使患者获得最为理想的结果。
生存链包括：早期请求急救系统的帮助、早期进行心肺复苏、早期除颤及早期给予高级心脏生命支持
的急救措施。
有效的急救取决于生存链四个部分的密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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