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份 2019 

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普及奖 

项目名称 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普及模式与实践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湖南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该科普项目针对我国当前全民急救知识与急救技能普及率极低的现状，提

出在伤病突发的第一现场，第一目击者在第一时间作出迅速正确的反应的“三个一”

理念和 “一个急救节、一个急救联盟、一首急救歌、一支急救舞、一个公众号”五

位一体科学普及模式。该模式通过全方位、多形式、多途经推广民众现场急救知识

与技能，探索了科学普及与专业相结合、科学性与大众化相结合、娱乐性与传播性

相结合，使得急救知识与技能通俗易懂、易学好操作。项目组出版了《第一目击者

--现场急救指南》与《自救互救他救》两本科普图书，发表相关论文 7 篇。该项目

有助于提高第一目击者的现场急救能力和规范普及民众急救知识，有利于树立全社

会自救互救新风    。 

项目简介 

    在我国，患者在院外发生心脏骤停后抢救的成功率不超过 2%，而在心肺复苏知

识普及率高的发达国家，现场急救抢救成功率是 58%。究其原因是在心跳呼吸骤停

4-6 分钟的黄金救护时间，急救车和专业救护人员往往无法及时赶到现场；我国公众

缺乏规范有效的急救培训，在场人员心肺复苏实施率低。当前我国受过训练具有急

救能力的第一目击者仅有 1%，“不会救”和“不敢救”的现象严重，与欧美发达国家

有很大的差距，普及强化急救培训、提升急救意识刻不容缓。 

 为了规范有效的在大众中普及和传播急救知识与技能，提高第一目击者现场救护意

识与能力，降低急救死亡率和致残率。本项目首次提出现场救护“三个一”的核心

理念，即在突发伤病与事件的“第一现场”，在“第一时间”有受过急救知识训练的

“第一目击者”实施有效救护，将对挽救生命、减轻伤残起到起死回生至关重要的

作用。创新构建了第一目击者行动“一个急救节、一个急救联盟、一首急救歌、一

支急救舞、一个公众号”五位一体科学普及传播模式。出版了《第一目击者--现场

急救指南》与《自救互救他救》两本科普图书，发表相关论文七篇；联合国内四大

学术团体将 1 月 11 日设立为国内首个为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日，建立由公安、

教育、民政等社会多部门组成的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联盟，近 5 年来湖南省人

民医院开展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

培训第一目击者 3 万多人。为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项目组以徒手心肺复苏动作要

领与“三个一”的核心内涵创作了歌曲《“救”在身边》，伴以与心脏按压频率一致

的音乐节奏，穿插时尚动感的说唱，热情而具有感染力。根据音乐将歌曲改编成广

场舞，策划组织多种活动，广泛传播急救知识，号召民众主动学急救、懂急救、用

急救，在网络点击、转发超过亿人次。创办了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公众号，在系统

平台提供 SOS 一键呼救、AED/胸痛中心/卒中中心急救地图、志愿者招募、急救课程

培训、活动发布等服务。建立湖南首个省级急救科普基地，设立急救培训小屋；开

设大学急救选修课程；主办“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高峰论坛，全方位、多

形式、多途经推广民众现场急救知识与技能。 

该模式探索了科学普及与专业相结合、科学性与大众化相结合、娱乐性与传播性相

结合，使得急救知识与技能通俗易懂、易学好操作。该科普项目系列活动在网络点

击、转发超过亿人次；共举办了 170 余场急救科普讲座和宣传，培训了三万余名合

格的第一目击者，多次获得省级与国家级优秀科普作品奖、优秀个人与团队荣誉。

该模式获得行业内外的广泛认可，搭建起公众急救知识技能普及网络，规范地普及

了民众急救知识，提升了第一目击者的现场急救能力，树立了全社会自救互救新风，

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成为实现健康中国与全民小康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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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

成人情

况 

1. 姓名：祝益民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院长 

工作单位：湖南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首次提出现场救护“三个一”理念(附件 4.1，第一作者)，组织

成立第一目击者联盟，开创了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五位一体传播方式，通

过一个节日、一大特色、一支舞、一首歌，一个网站，全方位、多形式、多途经推

广培训现场急救知识。创作了“救”在身边急救歌和广场舞（附件 12.担任作词）。



出版了《第一目击者——现场急救指南》专著（附件 10.1，主编）,和《自救互救

他救》专著（附件 10.2，总主编）；搭建了湖南省第一目击者科普基地(附件 10.7，

附件 10.10，项目负责人),推动急救科普知识的传播。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1 篇（附

件 4.1），以通讯作者发表相关论文 4 篇（附件 4.2,附件 4.3,附件 4.4 

2. 姓名：向华 

排名：2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副院长 

工作单位：湖南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协助祝益民院长对本项目筹划、管理和指导等领导工作；带队开

展“五进”等急救科普并亲自主讲和操作带教；组织开展本项目宣传报道，主持策

划创作、主唱《“救”在身边》急救歌曲和广场舞(附件 12)；两次省政协会上以政

协委员身份提出政府和全社会要重视第一目击者现场急救能力的提高并建议将 1 月

11 日作“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日”的提案。 

3. 姓名：刘晓亮 

排名：3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副主任 

工作单位：湖南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具体负责“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策划、协调、实施和管理； 

2.组织院内外志愿者积极参加“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的教学、培训、讲座和

宣传活动； 

3.为全国优秀科普作品《第一目击者现场急救指南》的副主编(附件 10.1)； 

4.为湖南高校急救公共课的主讲授课教师； 

5.参与原创急救科普歌曲和广场舞《“救”在身边》主要推广者之一； 

6.以通讯作者发表论文一篇（附件 4.6），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2 篇（附件 4.2，附

件 4.7），以第二作者发表论文篇（附件 4.1） 

4. 姓名：韩小彤 

排名：4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主任 

工作单位：湖南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积极组织急诊科医护人员积极参加“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

的教学、培训、讲座和宣传活动； 

2.为“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策划、实施的主要管理人 

3.为全国优秀科普作品《第一目击者现场急救指南》的主编之一； 

4.为湖南高校急救公共课的主讲授课教师； 

5.参与原创急救科普歌曲和广场舞《“救”在身边》主要推广者之一； 

6.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1 篇（附件 4.4），以第四作者发表论文 2 篇（附件 4.2，附

件 4.3） 

5. 姓名：洪秀琴 

排名：5 

职称：研究员 

行政职务：科研部主任 

工作单位：湖南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救"在身边急救歌的演唱和广场舞的编排（附件 12） 

2.参与第一目击者行动科普宣讲 

3.参与第一目击者行动参赛科普作品材料的整理 

6. 姓名：周瑾容 



排名：6 

职称：其他 

行政职务：宣传办主任 

工作单位：湖南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创作《“救”在身边》 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之歌，担任词作

者(附件 12)，组织策划宣传报道和科普健康教育活动，在各级报刊杂志发表新闻稿

件、科普文章、通讯 30 余篇三万余字。 

7. 姓名：田馨怡 

排名：7 

职称：副主任护师 

行政职务：护士长 

工作单位：湖南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组织急诊科护士团队积极参加“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的

教学、培训、讲座和宣传活动； 

2.为“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策划、实施的主要管理人 

3.为全国优秀科普作品《第一目击者现场急救指南》的编写人员之一（附件 10.1）；

4.为湖南高校急救公共课的主讲授课教师； 

5.参与原创急救科普歌曲和广场舞《“救”在身边》主要推广者之一； 

6.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1 篇（附件 4.5）， 

8. 姓名：石泽亚 

排名：8 

职称：主任护师 

行政职务：护理部副主任 

工作单位：湖南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第一目击者现场救护培训模式的制定；主编《自救他救互救》

（附件 10.2，主编）；发表文章一篇（附件 4.6，第五作者）、实用新型专利一项（见

附件 1.1 专利权人）；作为现场救护培训专家。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1. 单位名称：湖南省人民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心脑血管疾病和意外伤害已成为我国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中最紧急、最严重的心脏骤停 80％以上发生在医院外,其黄金急救时间仅 4-6 分

钟，急救车和专业救护人员无法赶到。生死攸关之际第一目击者的现场救护能力非

常关键，而我国真正训练有素的“第一目击者”不到 1%，“不会救”和“不敢救”

现象严重。强化第一目击者培训、提升全民急救意识刻不容缓。 

 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是一项提升全民急救意识与水平的工程计划，该科普项目

针对我国当前全民急救知识与技能普及率极低的严峻现状，首次提出 “第一目击者、

第一现场、第一时间”三个“一”现场救护理念，强调第一目击者的重要性；创新

构建了第一目击者行动“一个急救节、一个急救联盟、一首急救歌、一支急救舞、

一个公众号”五位一体科学普及传播模式，全方位、多形式、多途经推广民众现场

急救知识与技能，使人民群众能够懂急救、会急救、敢急救。该模式探索了科学普

及与专业相结合、科学性与大众化相结合、娱乐性与传播性相结合，使得急救知识

与技能通俗易懂、易学好操作。该科普项目系列活动在网络点击、转发超过亿人次；

共举办了 170 余场急救科普讲座和宣传，培训了三万余名合格的第一目击者。规范

地普及了民众急救知识，提升了第一目击者的现场急救能力，树立了全社会自救互

救新风，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成为实现健康中国与全民小康国家战略的重要

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