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急救知识的题目 现场急救的实习
报告(精选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急救知识的题目篇一

发生伤亡或意外伤害后4～8min是紧急抢救的关键时刻，失去
这段宝贵时间，伤员或受害者的伤势会急剧变化，甚至发生
死亡。所以要争分夺秒进行抢救，冷静科学的进行紧急处理。
发生重大、恶性或意外事故后，当时在现场或赶到现场的人
员要立即进行紧急呼救，立即向有关部门拨打呼救电话，讲
清事发地点、简要概况和紧急救援内容，同时要迅速了解事
故或现场情况，机智、果断、迅速和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效应
急措施和安全对策，防止事故、事态和当事人伤害的进一步
扩大。

2、及时、稳妥

当事故或灾害现场十分危险或危急，伤亡或灾情可能会进一
步扩大时，要及时稳妥地帮助伤（病）员或受害者脱离危险
区域或危险源，在紧急救援或急救过程中，要防止发生二次
事故或次生事故，并要采取措施确保急救人员自身和伤病员
或受害者的安全。

3、正确、迅速

要正确迅速地检查伤（病）员、受害者的情况，如发现心跳
呼吸停止，要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心脏按摩，一直要坚持到



医生到来；如伤（病）员和受害者出现大出血，要立即进行
止血；如发生骨折，要设法进行固定等。医生到后，要简要
反映伤（病）员的情况、急救过程和采取的措施，并协助医
生继续进行抢救。

4、细致、全面

对伤（病）员或受害者的检查要细致、全面，特别是当伤
（病）员或受害者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时，要再次进行检查，
不能粗心大意，防止临阵慌乱、疏忽漏项。对头部伤害的人
员，要注意跟踪观察和对症处理。

在给伤员急救处理之前，首先必须了解伤员受伤的部位和伤
势，观察伤情的变化。需急救的人员伤情往往比较严重，要
对伤员重要的体征、症状、伤情进行了解，绝不能疏忽遗漏。
通常在现场要作简单的体验。

现场简单体检的内容如下：

（1）心跳检查。正常人每分钟心跳为60～80次，严重创伤，
失血过多的伤员，心跳增快，且力量较弱，脉细而快。

（2）呼吸检查。正常人每分钟呼吸数为16～18次，重危伤员，
呼吸变快，变浅不规则。当伤员临死前，呼吸变得缓慢、不
规则，直到呼吸停止。通过观察伤员胸廓起伏可知有无呼吸。
有呼吸极其微弱，不易看到胸廓明显的起伏，可以用一小片
棉花或薄纸片、较轻的小树叶等放在伤员鼻孔旁，看这些物
体是否随呼吸飘动。

（3）瞳孔检查。正常人两眼的瞳孔等大、等圆，遇光线能迅
速收缩。受到严重伤害的伤员，两瞳孔大小不一，可能缩小
或放大，用电简光线刺激时，瞳孔不收缩或收缩迟钝。当其
瞳孔逐步散大，固定不动，对光的反应消失时，伤员便死亡。



人体的正常值如下。

体温：腋下36～37℃。心搏频率（一般情况同脉
搏）：60～80次/min。呼吸频率：16～18次/min。血压：舒张
压60～90mmhg（8～12kpa），收缩压90～140mmhg
（12～16kpa）。日细胞计数：（4～10）×10g/l。嗜中性粒细
胞：0.50～0.70（50%～70%）。血红蛋白：男，120～160g/l；
女，110～150g/l。红细胞沉降率：男，0～15mm/h；
女，0～20mm/h。

急救知识的题目篇二

在战争中，急救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在战争的严峻现场，
战士需要采取正确、快速的急救措施来救治伤员。在这个过
程中，急救人员可能会遇到各种不同类型的伤员和危险。在
我作为医疗兵的工作中，我学到了许多有用的知识和经验，
下面我将分享一些战现场急救心得体会。

第一段：了解环境和遇到的挑战

在战争中，急救人员面临着很多挑战。战场环境复杂，可能
会遭遇炮火、燃料泄漏、爆炸等危险。为了保证自己和伤员
的安全，我们需要时刻注意周围的环境，了解可能会出现的
危险。此外，战争现场还存在着非常多的不同类型的伤员，
我们需要能够快速诊断并给予正确的急救。

第二段：掌握基础急救技能

在战争的环境中，急救人员需要有一定的技能和知识储备，
能够快速识别和解决常见的伤病。例如，我们需要能够快速
处理出血、呼吸道问题、触电伤、骨折等多种状况。此外，
我们还需要会使用基础的急救工具，例如止血带、呼吸机、
心电图仪、注射器等。



第三段：快速反应和响应

在战争的环境中，时间是至关重要的。伤员的状态可以随时
变化，而急救人员需要能够迅速反应。因此，我们需要时刻
保持警惕，要敏锐观察伤员的状况。同时，还需要准确把握
现场的情况以便决定救护的方式。

第四段：保持冷静和勇敢

在战场，急救人员常常处于高度紧张和压抑的环境下，面对
重伤员和非常态状况，需要保持镇静。此外，急救人员还需
要忠于职守，勇敢地承担重大责任和挑战。在短时间内做出
合理、科学的判断，采取正确的措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技
能。

第五段：加强学习和训练

急救工作需要不断学习和训练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在战争
中，需要时刻跟随新技术和最优秀的实践。因此，我们应该
坚持练习，不断完善自己的技能和知识体系。这样才能有更
好的应对突发事件和危险的能力。

总之，在战争中进行急救是一项极其关键的任务。现场的环
境和需求会对急救人员提出强烈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保持
警惕、了解场景、掌握基本技能、迅速反应、保持冷静、勇
敢地承担责任，并且不断学习和培训，才能为伤员带去生的
希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好这项重大而有意义的工作。

急救知识的题目篇三

创伤现场环境各种各样，均为突发事件，现场条件差，给救
护带来困难。明确现场救护目的，有助于迅速选择救护方法，
从而正确救护，防止惊慌失措，延缓抢救。现场救护是转向
医院进一步治疗的基础，其目的是：



(一)维持生命创伤伤病员由于重要脏器损伤(心脑肺肝脾及脊
髓损伤)及大出血导致休克时，可出现呼吸、循环功能障碍。
在循环骤停时，现场救护要立即实施心肺复苏，为医院进一
步治疗赢得时间。

(二)减少出血，防止休克严重创伤或大血管损伤出血量大。
血是生命的源泉，现场救护要迅速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止血，
有效的止血是现场救护的基本任务。

(三)保护伤口开放性损伤的伤口要妥善包扎。保护伤口能预
防和减少伤口污染，减少出血，保护深部组织免受进一步损
伤。

(四)固定骨折现场救护要用最简便有效的方法对骨折部位进
行固定，以减少骨折端对神经、血管等组织结构的损伤，同
时缓解疼痛。颈椎骨折如予妥善固定，对防止搬运过程中脊
髓的损伤具有重要意义。

(五)防止并发症及伤势恶化现场救护过程中要注意防止脊髓
损伤、止血带过紧造成肢体缺血坏死、胸外按压用力过猛造
成肋骨骨折以及骨折固定不当造成血管神经损伤及皮肤损伤
等并发症。

(六)快速转运现场经必要的止血、包扎、固定后，用最短的
时间将伤病员安全地转运到就近医院。

在创伤的案发现场发现了这样的现象就必须要赶紧给自己做
处理，让自己的创伤得到及时的救治，而现场如果不小心受
创伤了，还要看伤口的严重程度，如果太严重了，那么必须
要及时的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太严重了，为了保命的话肯定
是需要及时处理伤口的。



急救知识的题目篇四

当我们谈到战争时，我们会直接想到激烈的战斗和士兵之间
的血腥场景。在军事行动中，战场急救处理是至关重要的一
环。在敌人的火力下，士兵受伤的情况是难以避免的。因此，
掌握急救技能是一项基本的生存技能。

第二段：了解战场急救的重要性

在战场上，急救处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当士兵受伤时，
每一秒都是关键。如果医护人员或同伴不能立即对伤员进行
处理，他们的体能和精神状态都可能恶化。因此，我们必须
能够快速、有效地诊断和治疗受伤的士兵。此外，了解基本
急救技能还有助于减少死亡和伤残的风险。

第三段：如何进行有效的战场急救

如何进行有效的战场急救呢？首先，处理现场可能是非常危
险的。你需要确保医务人员和伤员的安全。然后，将重点放
在控制出血和维持呼吸上。对于失去意识的伤员，呼吸加速
器和人工呼吸技能是必须掌握的。如果出现身体部位的断裂
或骨折，你还需要使用安全的托架将受伤的区域固定。最后，
记得不断检查伤员的生命体征，如体温和血压等。

第四段：如何准备战场急救

了解如何进行有效的战场急救并不足以保证成功，充分准备
同样至关重要。因此，对于合格的战场急救人员，充分的培
训、演习和准备是必须的。在战斗之前，医务部门应准备好
必要的药品和工具。此外，还应与其他部门协商好几种应急
情况的应对方法，以便能够直接采取行动。

第五段：结论



在问题严重的战斗环境中，战场急救处理是救治士兵的关键。
在敌人的攻击下，对士兵伤势做出快速、合适的判断可能决
定他们是否存活。因此，在我们想要为国家和人民服役的时
候，最好准备好战场急救所需的一切。这个过程中，我们需
要充分理解战场急救的重要性，如何进行有效的处理，如何
做好准备。最后，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场急救人员在战争中也
许是个人的生存之道。

急救知识的题目篇五

交通事故屡见不鲜，每年都有大量人员伤亡。而在交通事故
发生时，现场急救显得尤为重要。不少人因为忽视了现场急
救的重要性，导致伤势加重，甚至失去了生命。所以，作为
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了解交通事故急救知识是非常有必要
的。下面，本人将从自己日常经验出发，提出几点交通事故
现场急救心得体会，希望给读者带来启示和帮助。

第二段：掌握紧急情况下的基本急救方法

在交通事故现场，最先需要做的是掌握紧急情况下的基本急
救方法，比如如何判断意识状态、如何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
按摩等。这些知识的掌握可以让我们在第一时间内为伤者做
出有效的现场急救。同时，在学习急救知识的同时，我们还
需要了解如何正确地使用急救工具，如急救箱、脊椎板、担
架等。

第三段：细心观察现场情况

在急救过程中，细心观察现场情况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
要仔细观察伤者的呼吸情况，有无明显的出血或骨折，并根
据伤情情况进行相应的止血、包扎和保护伤处。此外，我们
还需要注意周围环境和其他交通工具的安全，确保现场不会
出现二次事故，同时迅速报警，将伤者送往医院。



第四段：开展心理疏导工作

在交通事故发生后，除了物理上的伤害，伤者往往会出现心
理上的创伤。在这时，我们也需要在急救过程中为伤者提供
一些心理疏导的帮助。比如，安抚受伤者情绪，给予安慰和
鼓励，以减轻其紧张和惊恐的心理状态。

第五段：总结

通过以上几点交通事故现场急救心得体会，我们可以清晰了
解到在现场急救中的重要性，并学习到如何进行有效急救。
同时，在交通事故现场，我们还要注意保护现场以及周围环
境的安全，给予伤者心理上的疏导和支持。总之，只有了解
现场急救知识，才能在紧急情况下快速响应并伸出援手，在
这样的行为中我们才能赢得更多的尊重和人类的尊严。

急救知识的题目篇六

一、实习目的：

2、认识建筑物的一些常用结构，格局构成，施工材料和建筑
装修方法以及措施等

3、经过实习让自我对建筑施工和自我专业有更深的了解

二、实习资料：

实习第一天：今日的目的地在邢庄家园小区---开发区西区邢
庄安置房，此建筑为砖混结构，建筑层数为6f+1，全
高18、9m。由于为安置房所以空间较狭窄，且净空高度不大。
进入施工工地前我们全建筑系的同学都带上了安全帽，这可
是我以前没有的概念。在施工工地上首先得有安全意识，在
建筑施工工地上施工人员多为露天作业，工地上不安全因素
较多，安全帽能有效的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之后又了解了



一些墙的保温措施，东西山墙为90厚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20
厚聚氨酯泡沫塑料。南北墙用90厚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楼
梯间隔墙采用50厚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由于楼已经完型所
以没能见到具体施工…就这样实习的第一次结束。

实习第二天：这一次来到了燕大港城创业中心一期工程施工
现场，我们参观的建筑物是集合办公和厂房一齐的建筑，为
钢筋砼框架结构，建筑面积33784、14，踏着成型的现浇楼梯
我们来到二层和三层参观，楼也已经成型，在还没有堵死的
送料口处我们见到了用来砌墙的砌块―陶粒空心砖，还有两
墙处留的伸缩缝。这个建筑采用集中供暖和空调的措施，为
此刻建筑常用手段。之后在工程办公室看了一下这些建筑的
图集，对真正的建筑图集有了更深的了解。

条件进行设计。而在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中，模板的制
作与安装质量对于保证混凝土、钢筋混凝土结构与构件的外
观和几何尺寸准确以及结构的强度和刚度等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保证混凝土的质量，对模板工程提出以下几点措施：

1、采用对拉夹片减少支撑。

2、明确模板内外连杆的受力作用及受力分工。

3、保证混凝土施工质量。

4、严格控制预埋件的位置。

5、按规则振捣混凝土。这样才能有效的对混凝土的质量进行
控制。

实习第五天第六天：第五天来到了省三混凝土搅拌站的办公
楼施工现场，第六天来到了秦皇岛一中拆迁工程图书馆，行
政楼和科技实验楼。这两个建筑的相同点在于它们同样采用
框架机构。整栋建筑全由混凝土浇筑而成。进入建筑物内，



室内的大混凝土柱子和一个一个纵横交错却有规律的脚手架
成了我们眼中的焦点。其特点是水平方向仍然是楼板，然后
楼板应当搭在这个梁上，梁支撑在两边的柱子上，这就把重
量递给了柱子，沿着高度方向传到基础的部分，即梁、板、
柱构成的承重体系。框架结构的特点十分突出：所有的墙都
不承重跟厂房的承重没有关系，那个承重，是板搭在梁上，
梁传给了柱子，墙都是后坐上去的用于其他的轻质材料，墙
都不会承重，应用的时候都很灵活，如想要大房间不要墙，
就要大房间，不想要大房间，想要小的，就能够在其中用其
它的轻质材料来进行房间的划分，房间划分成若干个小房间，
所以它的墙不承重，及起着一个划分空间的作用，仅起着一
个保温，隔热，隔声的部分。

三、实习总结：

这次的施工实习让我意识到，一个建筑的设计和施工绝对不
是流于表面的华丽和简单，更离不开的是内部的施工设计，
还有参加工程的每一个人的付出和谨慎。我坚信经过这一段
时间的实习，所获得的实践经验对我终身受益，在我毕业后
的实际工作中将不断的得到验证，我会不断的理解和体会实
习中所学到的知识，在未来的工作中我将把我所学到的理论
知识和实践经验不断的应用到实际工作来，充分展示自我的
个人价值和人生价值。为实现自我的梦想和光明的前程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