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ursing Science 护理学, 2022, 11(6), 744-752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ns 
https://doi.org/10.12677/ns.2022.116116    

文章引用: 黎颖欣, 郑旭娟, 张可凡. 深圳市大学本科生心肺复苏知信行及自我效能现况调查[J]. 护理学, 2022, 11(6): 
744-752. DOI: 10.12677/ns.2022.116116 

 
 

深圳市大学本科生心肺复苏知信行及 
自我效能现况调查 

黎颖欣，郑旭娟，张可凡* 

深圳大学医学部护理学院，广东 深圳 
 
收稿日期：2022年10月25日；录用日期：2022年12月2日；发布日期：2022年12月12日 

 
 

 
摘  要 

目的：调查深圳市大学本科生心肺复苏(CPR)知信行及自我效能现况。方法：应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大

学生CPR知信行、自我效能问卷，对308位深圳市某大学在读本科生进行调查。结果：深圳市大学本科

生CPR知信行总得分为61.00 (53.00, 70.00)，知识、态度、行为、自我效能总得分分别为31.50 (26.13, 
37.50)、25.00 (22.00, 27.00)、5.00 (2.00, 8.00)、8.00 (7.00, 10.00)。医学生、有参与培训经历、不

良自我健康状况3个因素与高心肺复苏知信行、自我效能呈现正相关关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深圳市大学本科生心肺复苏知信行总得分中CPR知识水平、态度水平偏高，CPR行为及自我效能

水平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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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 among undergra-
duates in Shenzhen and to explore their knowledge, attitude, practice (KAP) of CPR and self-efficacy. 
Methods: 308 undergraduates in Shenzhen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
tionnaire, CPR 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 questionnaire and self-efficacy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total KAP score of CPR was 61.00 (53.00, 70.00). The scores of CPR knowledge, atti-
tude, practice, self-efficacy were 31.50 (26.13, 37.50), 25.00 (22.00, 27.00), 5.00 (2.00, 8.00), 8.00 
(7.00, 10.00). Medical students, training experience and poor self-health statu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igh CPR knowledge, belief and self-efficacy,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score level of CPR knowledge and attitude was relatively 
high, while the level of CPR practice and self-efficacy was relatively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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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工作强度增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许多意外事件的

突发率不断提高。在这些意外事件中，院外心脏骤停(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 OHCA)仍然是其中一个

致残率、致亡率极高的事故。根据卫生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有超过 50 万人出现心脏性猝死疾

病，其中，约有 80%的患者直接猝死原因是室颤[1]，约有 90%的猝死发生在医院之外。心肺复苏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可以解决一部分室颤导致的脑供血不足，是对患者最有成效的抢救。

研究显示[2]，当患者出现心脏骤停时，4 分钟内行 CPR 可使患者生存率达到 50%，4~6 分钟内进行 CPR
可使患者生存率达到 10%，而大于 6 分钟才进行 CPR 患者则只剩下 4%的生存率，若 CPR 是在心脏骤

停出现 10 分钟后才进行，则患者生存率接近于 0%，可见抢救心脏骤停患者时间紧迫。然而现实情况

中，当 OHCA 发生时，医务人员往往不能及时到达现场施救，疾病发生后是否能够得到及时的抢救对

于患者的生命安全有直接影响[3]。第一目击者对患者进行有效 CPR 显得尤为重要，提高公众 CPR 掌

握及施行能力尤为关键[4]。大学生是一个非常大的知识受众，从大学生开始普及 CPR，对后期社会人

群急救水平的提高和增加“第一目击者”具有重要意义[5]。大学生作为社会中的特殊人群，学习和运

用知识的能力相对都比较强，并且对身边的同学、朋友、亲人影响较大，他们掌握急救知识水平可反

映出一个国家公众的急救能力[6]。因而以大学生为切入点，调查其 CPR 知信行及自我效能现状，是非

常有必要的。 

2. 对象与方法 

2.1. 调查对象 

于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4 月，对深圳市某大学 308 位本科生采取方便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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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 308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304 份，有效回收率为 98.70%。入选标准：1)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10 日收集数据期间，在深圳市某大学就读的本科生；2) 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排除标准：1) 收
集数据期间，由于各种原因超过 1 学期未在校的学生；2) 阅读能力障碍者。 

2.2. 研究工具 

1) 一般资料调查表，使用研究者自编的调查表，包括：性别、年级、是否为医学专业、急救培训经

历、父母是否从事医疗行业、本人和家人健康状况。2) 大学生 CPR 知信行调查问卷，采用叶大庆学者

编制的大学生 CPR 知信行调查问卷测量[7]，包括 CPR 知识、态度、行为三个维度，共 100 个条目，共

100 分。问卷内容效度为 0.88，便利抽样对 65 名大学生进行两次调查，重测信度为 0.84。3) 自我效能问

卷，采用大学生 CPR 自我效能现况调查问卷[8]进行测量，包括 4 个条目，总得分范围为 4~12 分，使用

3 级评分。总得分越高，说明深圳市大学本科生对于 CPR 施救的自我效能越高。其 Cochrane’s α系数为

0.82，专家内容效度为 0.94。 

2.3. 研究工具 

采用 SPSS23.0 对数据进行双人录入、分析，用构成比、均数 ± 标准差、中位数和四分距进行统计

描述，Spearman 分析和非参数检验、秩和检验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行统计分析。P < 0.05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3. 结果 

3.1. 一般资料情况 

304 名深圳市大学本科生一般资料情况，见表 1： 
 
Table 1. General information of undergraduates in Shenzhen (n = 304) 
表 1. 深圳市大学本科生一般资料情况(n = 304) 

 组别 人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女 

101 
203 

32.22 
66.78 

年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60 
64 
66 
114 

19.74 
21.05 
21.71 
37.50 

是否为医学专业 是 
否 

99 
205 

32.57 
67.43 

急救培训经历 有 
无 

107 
197 

35.20 
64.80 

父母是否从事医疗行业 是 
否 

13 
291 

4.28 
95.72 

本人健康状况 

非常不好 
不好 
一般 
比较好 
非常好 

2 
3 

78 
165 
56 

0.66 
0.99 

25.66 
54.28 
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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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家人健康状况 

非常不好 
不好 
一般 
比较好 
非常好 

1 
16 
106 
141 
40 

0.33 
5.26 

34.87 
46.38 
13.16 

3.2. 深圳市大学本科生 CPR 各维度总体得分情况 

据 Shapiro-Wilk 正态检验法，调查结果各维度总得分数据分布均呈非正态(P < 0.05)，用中位数及四

分距描述其集中程度与离散程度，结果均以中位数(25 分位数，75 分位数)表示，结果如下表 2： 
 
Table 2. Score of knowledge, attitude, behavior and self-efficacy of undergraduates in Shenzhen 
表 2. 深圳市大学本科生知信行、自我效能得分情况 

条目 描述性统计 

CPR 知识总分 31.50 (26.13, 37.50) 

CPR 态度总分 25.00 (22.00, 27.00) 

CPR 行为总分 5.00 (2.00, 8.00) 

CPR 自我效能总分 8.00 (7.00, 10.00) 

CPR 知信行总分 61.00 (53.00, 70.00) 

3.3. 深圳市大学本科生 CPR 知信行及自我效能的单因素分析 

对 304 名深圳市大学本科生的知信行、自我效能得分进行正态性检验，结果均显示为偏态分布，采

用秩和检验中的 Mann-Whitney U 检验和 Kruskal-Wallis H 检验对其影响因素的差异性进行分析。结果显

示：年级、是否为医学专业、培训经历、本人健康情况四个因素对 CPR 知信行、自我效能得分有显著性

差异。具体见表 3： 
 
Table 3. Single factor analysis between general information and KAP, self-efficacy of CPR (n = 304) 
表 3. 一般资料与 CPR 知信行、自我效能的单因素分析(n = 304) 

条目 分组 例数 知信行 
(平均秩数) 

自我效能 
(平均秩次) 

性别 

男 
女 

Z 值 
P 值 

101 
203 

 
 

146.02 
155.72 
−0.91 
0.37 

163.03 
147.26 
−1.50 
0.13 

年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F 值 
P 值 

60 
64 
66 

114 
 
 

183.94 
150.34 
117.38 
157.50 
18.63 

<0.001 

182.68 
154.56 
121.98 
153.12 
15.60 

<0.001 

是否为医学专业 

医学生 
非医学生 

Z 值 
P 值 

99 
205 

 
 

216.54 
121.57 
−8.83 

<0.001 

201.85 
128.67 
−6.92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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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是否有 CPR 培训经验 

有 
无 

Z 值 
P 值 

107 
197 

 
 

217.56 
117.16 
−9.51 

<0.001 

198.63 
127.44 
−6.86 

<0.001 

父母是否从事医疗行业 

是 
否 

Z 值 
P 值 

13 
291 

 
 

146.58 
152.76 
−0.25 
0.80 

137.65 
153.16 
−0.63 
0.53 

本人健康状况 

非常不好 
不好 
一般 
比较好 
非常好 

F 值 
P 值 

2 
3 
78 

165 
56 
 
 

104.00 
174.17 
136.79 
148.75 
185.99 
11.71 
0.02 

160.25 
149.00 
127.05 
157.53 
173.03 
10.51 
0.03 

父母健康情况 

非常不好 
不好 
一般 
比较好 
非常好 

F 值 
P 值 

1 
16 

106 
141 
40 
 
 

251.50 
122.91 
150.07 
147.58 
185.64 
9.29 
0.05 

127.50 
132.13 
144.29 
152.99 
181.30 
6.38 
0.17 

3.4. 影响大学本科生 CPR 知信行及自我效能的多因素分析 

通过非参数检验可得，对 CPR 知信行及自我效能总分的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均包括 4 个，分

别为：是否为医学专业、是否有培训经历、年级、个人健康状况。为更准确地说明因素的影响性，对此

4 个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可得，与 CPR 知信行总得分有线性关系的因素为：是否为医学专业、

是否有 CPR 培训经历、个人健康状况。结果见表 4： 
 
Table 4.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CPR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表 4. CPR 知信行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因素 偏回归系数 b 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t P 

常量 83.287  18.992 <0.001 

是否为医学专业 −8.292 −0.304 −5.476 <0.001 

是否有 CPR 培训经历 −9.419 −0.352 −6.473 <0.001 

本人健康状况 2.000 −0.114 0.114 0.016 

注：R2 = 0.356，F = 18.456，P < 0.001。 

 
与 CPR 自我效能总得分有线性关系的因素为：是否为医学专业、是否有 CPR 培训经历、个人健康

状况。结果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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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CPR self-efficacy 
表 5. CPR 自我效能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因素 偏回归系数 b 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t P 

常量 10.896  −1.257 <0.001 

是否为医学专业 −1.188 −0.244 −4.002 <0.001 

是否有 CPR 培训经历 −1.186 −0.248 −4.157 <0.001 

本人健康状况 0.398 0.127 2.469 0.014 

注：R2 = 0.211，F = 14.23，P < 0.001。 

4. 讨论 

4.1. 深圳市大学本科生 CPR 知信行及自我效能的现况 

4.1.1. 深圳市大学本科生 CPR 知识现况 
深圳市大学本科生 CPR 知识部分得分显著高于叶大庆[7]关于广州市大学生相关调查，推测与近年来

大学军训中添加专业 CPR 培训、急救知识网络宣传等有关。其中，医学生知识水平明显高于非医学生，

这与瞿琴等[9]学者研究结果相符，可见经过专业课程培训，学生心肺复苏知识掌握水平有一定的提高，

建议可增加非医学生心肺复苏相关理论或实践课程。深圳市大学本科生对于环境评估、气道开放、常见

心搏骤停、急救电话了解程度较高，但对胸外按压及人工呼吸相关理论知识了解程度较低。史倞[10]等学

者指出，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发生院外心搏骤停时大部分旁观者无法提供有质量的 CPR，有质量的

CPR 不仅取决于黄金抢救时间，还取决于正确、有效的措施手法。急救技能的正确与否关乎病人的预后，

主观评价较高但实际急救知识掌握不足的大学生盲目施救，可能给患者带来不可逆的二次伤害[11]。因此，

建议加强专业理论知识的培训以提高 CPR 实施的有效性。 

4.1.2. 深圳市大学本科生 CPR 态度现况 
深圳市大学本科生 CPR 态度部分，支持率较低的项目包括为患者做人工呼吸和对应用 CPR 抢救伤

员的把握性。文献《2010 国际心肺复苏指南》[12]强调：首先进行高质量的胸外心脏按压，在特殊的情

况下仅进行胸外按压也可为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对提高学生实施 CPR 的意愿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在

消除同学们对人工呼吸顾虑的前提下提高心肺复苏的实施率。同时，相对于为心搏骤停的陌生人实施

CPR，学生更倾向于给心搏骤停的亲人实施 CPR，这一调查结果和冯丽[13]等对上海市社区居民的调查

结果相近。这可能与同学们对自己的能力把握程度不足、不确定的法律责任、以及陌生人是否有传染病

等因素有关。总体来说，同学们对于学校提供 CPR 学习资源和抢救设备的意愿非常高，但对于 CPR 实

施的把握性、意愿较低。 

4.1.3. 深圳市大学本科生 CPR 行为现况 
深圳市大学本科生 CPR 行为部分得分显示，学生们进行 CPR 相关学习及实施行为较少，行为得分

处于较低水平。得分较高的两个条目为：观看心肺复苏相关教育视频和为模拟人实施心肺复苏的经历。

由此可见，学生们比较积极去学习 CPR 相关知识、技能。得分最低的两个条目为：为真人实施胸外按压

和人工呼吸的经历。考虑与非医学生长期在校内，接触真实抢救和实施心搏骤停的状况较少和对心肺复

苏的把握力不足有关。建议加强对 CPR 重要性的宣教，提供更多便捷的渠道，引导同学们主动去接触、

学习 CPR 相关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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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深圳市大学本科生 CPR 自我效能现况 
深圳市大学本科生 CPR 自我效能水平偏低，学生在识别和启动院外急救部分的知识水平较高，但其

中只有 43.71%的学生相信自己能实施这一步骤，可见被调查的学生对于成功实施 CPR 的自信力较低。

这一结果与于文蓁[14]等学者对公众 CPR 自我效能的研究结果一致。建议邀请医护人员或者有权威代表

性的专家人物给学生进行讲解，为学生提供专业的 CPR 知识、技能培训，并给予鼓励，提高学生的自我

效能感。 

4.2. 深圳市大学本科生 CPR 知信行与其自我效能的相关性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知识与态度、知识与行为、态度与行为两两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且 CPR 知识、

态度、行为均与自我效能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较高，这与梅媛[15]的研究结果一致。总体而言，

四个维度两两呈正相关关系，表示深圳市大学本科生 CPR 知识、态度、行为、自我效能四者之间存在伴

随相关关系，但不表示存在因果关系。“知信行理论”模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模式，主要以知识为基础、

态度为动力指导行为的改变。CPR 自我效能现况是体现个人是否能顺利实施 CPR 操作的重要因素，即使

同学们掌握 CPR 知识、有积极的态度，但也不一定会在真实情况中采取 CPR 行为，而是先对自己的能

力进行评估，这一过程就是自我效能的表现[16]。自我效能是个体以自身为对象的一种思维形式，是指个

体对自己能否成功达到某一水平或者应付某种困境的主观判断，它产生于行为发生之前，是一种能力知

觉而非能力本身[17]。自我效能是决定行为改变、维持的主要因素，是个体成功地执行、完成某行为指标

或者应对某种困难境地的信念。因此，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提高自我效能，更能帮助同学们成功实施

CPR。本次调查显示，深圳市大学本科生 CPR 知识部分得分较高，态度部分得分较高，但是行为部分以

及自我效能部分得分偏低。这表示同学们虽然有良好的学习态度和一定的 CPR 基础知识，但考虑对于专

业性知识了解的不确定性、实施 CPR 的自信力不足等因素，实施 CPR 相关的行为也较少。建议学校对

学生 CPR 知识、态度、行为和自我效能四个方面全面进行干预以提高 CPR 有效率和质量。 

4.3. 深圳市大学本科生 CPR 知信行以及自我效能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表明：是否为医学专业、是否有培训经历和本人健康状况是 CPR 知信行及自我效能得分的影

响因素。 

4.3.1. 是否为医学生 
医学生的 CPR 知信行和自我效能水平均高于非医学生，这与付衍生[18]、瞿琴等[9]学者的研究结果

相符。医学生有机会在本专业课程上得到权威性的知识、技能培训和临床见习、实习等，因此不难理解

医学生对 CPR 总体掌握水平相对较高。建议学校增加非医学生的急救相应课程，或者提供非医学生到医

院、社康等医疗机构近距离学习基础急救知识的体验机会。 

4.3.2. 是否有培训经历 
有急救培训经历者的 CPR 知信行和自我效能得分水平均高于无急救培训经历者。此结论与张自力

[19]等学者对冠心病病人主要照顾者的调查研究结果一致。建议增加急救培训的次数，通过反复强化训练

以提高学生的 CPR 操作成功率。赵玉兰[20]的研究显示，应用多媒体辅助的现场教学、持续性的线上自

学、CPR 实训课程及各教学阶段考核等多元化的教学形式能更好地达到培训目的。因此建议对 CPR 培训

提供长期持续性、多样性的形式，使学生在大学期间能长期接触 CPR 相关教导，更好地帮助达到培训目的。 

4.3.3. 本人健康状况 
本人健康状况不良的学生，CPR 知信行得分高，CPR 自我效能得分水平低。此研究结果与陆翠[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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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者研究结果相似，考虑为自身健康状况不良的学生对生命的危机感更重、更加重视生命安全问题，

使其更容易关注到 CPR 急救相关内容，对 CPR 掌握更良好。自身健康状况不良影响了学生成功实施 CPR
的自信心。建议做大学生健康调查，对自身健康状况不良的学生给予健康指导、加强自信力。同时增加

对健康状况良好的学生的 CPR 训练，强化其对生命的敬畏感和责任感，促进学生更加主动去参与 CPR
相关培训。 

5. 结论 

深圳市大学本科生 CPR 知信行及自我效能得分中，知识、态度的得分相对较高，自我效能、行为的

得分相对较低。由于 CPR 知识、态度、行为和自我效能两两之间有正相关关系，建议对学生的 CPR 知

识、态度、行为、自我效能四个维度进行全面性干预，以有效提高整体的 CPR 成功实施水平。深圳市大

学本科生 CPR 知信行及自我效能的得分主要受到是否为医学专业、是否有急救培训经历、本人健康状况

3 个因素的影响。建议加强对本科生尤其是非医学专业学生的急救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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