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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附录Ｅ、附录Ｆ、附录Ｇ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地震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地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２５）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天津市地震局、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河北省地

震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公学、李成日、顾建华、贾群林、索香林、张勤、冯义钧、吴新燕、陈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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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地震应急与救援的实践证明，灾区基层组织和公众的自救互救是在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及时拯救生

命、减轻灾害损失的有效措施。把地震应急与救援工作纳入社区安全工作，建立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

救援队伍，规范其行动，对于减轻地震灾害、保障社区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制定本标准是为了规范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工作，促进社区地震安全工作开展，维护社会

稳定。

本标准所指社区非特指城市的居委会辖区社区，包括城镇社区和农村社区。在城镇，可以在居委会

辖区社区建立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伍，也可以在街道辖区社区建立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

援队伍；在农村，可以在村委会辖区社区建立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伍，也可以在自然村、乡（集

镇）辖区社区建立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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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工作指南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伍建设要求和地震应急服务内容以及震后参与应急救

援服务的方法、程序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伍建设以及地震应急与救援服务，其他应急与救援工

作亦可参照使用。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２．１

社区　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

一定区域内由居民组成的社会生活的共同体。

注：包括城镇社区和农村社区。

２．２

社区志愿者　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狏狅犾狌狀狋犲犲狉

接受社区志愿者组织统一管理，不计报酬、自愿参加各项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的人。

２．３

地震应急　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狉犲狊狆狅狀狊犲

破坏性地震发生前所做的各种应急准备以及地震发生后采取的紧急抢险救灾行动。

［ＧＢ／Ｔ１８２０７．１—２００８，定义６．１］

２．４

地震应急救援　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狉犲狊犮狌犲

对地震灾区采取的紧急抢救与援救行动。

［ＧＢ／Ｔ１８２０７．１—２００８，定义６．６］

２．５

破坏性地震　犱犲狊狋狉狌犮狋犻狏犲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

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地震。

［ＧＢ／Ｔ１８２０７．１—２００８，定义３．２１］

２．６

搜索　狊犲犪狉犮犺

从倒塌建（构）筑物中寻找幸存者。

２．７

营救　狉犲狊犮狌犲

采用各种方法使幸存者脱离险境。

３　队伍建设

３．１　组织

３．１．１　社区居委会（村委会）或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负责地震应急与救援志愿者队伍的组织和管理

工作，地震部门对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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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社区可通过个人报名、资格审核招募从事地震应急与救援工作的志愿者，优先招募具有急救医

疗、心理咨询、消防、水、电、燃气、化工、大型工程机具驾驶等相关技能的人员，特别是接受过培训并取得

资格证书以及具有应急救援经验的人员。

３．１．３　社区从事地震应急与救援工作的志愿者数量宜不低于常驻人口的３‰。

３．１．４　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伍应建立组织，制定章程，确定召集人，对队员进行注册登记，颁

发统一的志愿者注册证书和队员证，建档管理。

３．１．５　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伍应建立管理制度，包括岗位职责、组织纪律、考核办法、装备管

理等。

３．１．６　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伍应制定各项应急与救援工作预案，包括启动条件、工作程序、工

作内容、条件保障等内容。

３．１．７　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伍应建立统一的标志。

３．２　装备

３．２．１　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伍应配置必要的装备。个人装备参见附录Ａ中的Ａ．１。公用装

备参见附录Ａ中的Ａ．２。

３．２．２　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伍可按照“平震结合”的原则，将驻社区的企事业单位的现有器材

设备及交通工具列入震时征用计划，并建立装备资源管理数据库。

３．２．３　装备的管理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个人装备由个人保管，定期更换；

ｂ）　公用装备由社区集中保管，定期维护、更新；

ｃ）　装备放在便于取用的指定部位，并摆放稳固，用后要及时放回；

ｄ）　建立装备管理、维护保养、更新制度；

ｅ）　建立管理、维护档案，记明类型、数量和维护管理责任人。

３．３　培训与演练

３．３．１　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伍应进行培训和演练。

３．３．２　培训宜包括下列内容：

ａ）　防震减灾基本知识。包括：地震科普知识，本地区地震环境和地震活动特点，国家有关防震减

灾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等；

ｂ）　应急与救援知识。包括避险与疏散、自救互救、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地震次生灾害防控等；

ｃ）　地震应急救援技能。包括被埋压时的自救，幸存者的搜索、营救和急救，防火与灭火，简易防护

器材的制作和使用等；急救技能包括：止血、包扎、固定、搬运以及人工心肺复苏等方面的基本

医疗救助方法。

３．３．３　培训可采用专业人员面授、网络教学等形式。

３．３．４　训练与演练包括下列内容：

ａ）　人员疏散训练与演练。包括熟悉社区人员居住分布情况、避难场所分布、疏散集合地点、疏散

路线等；

ｂ）　自救互救训练与演练。包括熟悉社区的建筑物分布和结构、布置警戒线方法、设置被压埋人

员所处位置标志的方法，练习被埋压时的自救方法，练习营救办法；

ｃ）　急救处理训练与演练。包括急救药物的使用方法，消毒、包扎、止血、固定以及人工心肺复苏等

方面的简易急救方法；

ｄ）　防止次生灾害训练与演练。包括熟悉社区内电闸、燃气及水阀门、消防栓、危险源分布和具体

位置；关闭电闸、燃气及水阀门，使用灭火器等方法。

３．３．５　组织培训与演练应满足下列基本要求：

ａ）　每年应制定培训、演练计划，按计划实施培训、演练工作；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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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每年培训次数应不少于二次，地震应急与救援演练应不少于一次；

ｃ）　对受训者应颁发相应的救援技能培训证书。

４　地震应急服务内容

４．１　防震减灾知识宣传

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员应协助社区向居民宣传防震减灾知识，内容宜包括：

ａ）　地震科普知识；

ｂ）　国家有关防震减灾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ｃ）　国家有关的标准和技术规范；

ｄ）　防震常识；

ｅ）　地震应急预案知识；

ｆ）　地震灾情速报知识；

ｇ）　应急避险、疏散与自救互救知识；

ｈ）　地震谣言的识别知识。

４．２　地震应急救援

４．２．１　在外部救援力量未抵达之前，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员应协助社区组织居民自救互救，

主要工作包括：

ａ）　组织指导居民自救互救；

ｂ）　对被困、被压埋的幸存者实施搜索、营救和急救。

４．２．２　在外部救援力量抵达之后，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员应协助专业救援人员开展应急救援

工作。主要内容包括：

ａ）　充当专业救援人员的向导、翻译；

ｂ）　帮助救援人员确定压埋人员的可能位置，安定压埋人员的情绪；

ｃ）　清理外围环境，稳定被压埋人员家属的情绪，为专业救援人员营救创造有利条件；

ｄ）　护理和搬运伤员。

４．３　灾情搜集和速报

震后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员应协助社区开展灾情的搜集和速报工作，主要包括：

ａ）　人员的伤亡及分布等情况；

ｂ）　建（构）筑物、重要设施设备的损毁情况，家庭财产损失，牲畜死伤情况；

ｃ）　社会影响，包括群众情绪、安置状况、生活、交通与生产秩序等。

４．４　次生灾害防范和处置

４．４．１　平时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员应协助社区做好次生灾害监测和防范工作，主要包括：

ａ）　调查并登记社区的次生灾害源，包括易燃易爆物品、化学危险品、有毒有害气体、放射性物质、

工厂有毒有害工序等；

ｂ）　对次生灾害源产权人或管理者进行宣传和动员，采取监测和防范措施。

４．４．２　震后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员应协助社区做好次生灾害处置相关工作，主要包括：

ａ）　对水坝、输变电、给排水、供气等生命线设施的破坏情况进行调查并报告；

ｂ）　提醒、告知居民及时对家庭中的次生灾害源进行处置，尤其是帮助缺乏自理能力的高龄、伤残

人员和由于紧急外出避难而没有关闭的燃气和电器设备进行处置。

４．５　灾民疏散和安置

震后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员应协助社区疏散和安置灾民，主要工作包括：

ａ）　帮助灾民紧急疏散到安全地带；

ｂ）　稳定灾民情绪，防止发生意外事故；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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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搭建救灾帐篷；

ｄ）　接收和分发食物、饮用水、衣物、药品等应急物品。

４．６　维持社会秩序

震后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员应协助社区平息谣言，稳定并维持社会秩序，主要工作包括：

ａ）　了解群众的反应，上报出现的恐慌情绪及谣言情况，并向群众开展解释和宣传工作，稳定群众

情绪；

ｂ）　加强治安宣传，引导群众自觉守法；

ｃ）　配合有关部门实施社会治安临时保障措施，对生命线设施、重要单位实施监控和保卫措施。

４．７　地震宏观异常现象调查和震害调查

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伍震后应协助专业队伍开展地震宏观异常现象、建（构）筑物和生命

线设施震害的调查。

４．８　心理帮助服务

震后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员应协助社区开展心理帮助服务，主要工作包括：

ａ）　向居民及时真实地传递震情、灾情信息和救助的动态，宣传地震知识，帮助居民释疑解惑；

ｂ）　陪伴遇难者家属和受伤者，做专门的一对一的心理抚慰；

ｃ）　协助心理医生或专业社会工作者举办心理保健知识讲座、开展现场心理咨询和专门的心理抚

慰服务。

５　地震应急救援方法

５．１　灾情收集与报告

地震发生后，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员应收集并报告灾情，其方法和程序是：

ａ）　地震时，注意体会地震动感的形式和程度，注意所处环境物体的变化，包括房屋、家具、悬挂

物等；

ｂ）　对附近的房屋、景物进行观察，观察房屋有无倒塌，地面和景物有无破坏；

ｃ）　了解自己负责的区域内房屋倒塌、人员埋压、地面和景物破坏情况；

ｄ）　将观察了解的情况向社区或上级部门报告。

５．２　集合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员应根据预案自动到指定地点集合，在社区或专

业救援人员的组织下展开现场救援，其方法和程序是：

ａ）　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员采取边了解情况边行进的方式到指定地点集合。如果所处建

筑物及附近建筑物倒塌破坏时，队员可首先进行家庭自救和邻里互救；

ｂ）　汇总、分析灾情；

ｃ）　分组、分工，迅速展开救援。

５．３　搜索

５．３．１　搜索被压埋人员应采取下列方法：

ａ）　喊：呼喊幸存者名字，问废墟中是否有人，发出救援信号；

ｂ）　听：倾听幸存者发出的信号，包括呼救声、呻吟声、敲打声等；

ｃ）　看：察看幸存者活动痕迹、血迹；

ｄ）　问：询问家属、同事、邻居等知情者；

ｅ）　判断：根据地震发生时间、地区、房屋结构等分析；

ｆ）　犬搜索：采用搜索犬搜索，其工作程序一般包括，确定搜索范围、初期表面搜索、进一步细致

搜索。

５．３．２　对倒塌或严重破坏的建（构）筑物，应重点搜索下列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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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门道、墙角，家具下；

ｂ）　楼梯下的空间；

ｃ）　地下室和地窖；

ｄ）　没有完全倒塌的楼板下的空间；

ｅ）　关着且未被破坏的房门口；

ｆ）　由家具或重型机械、预制构件支撑形成的空间。

５．３．３　搜索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ａ）　搜索区域应戒严，并最大可能保持安静；

ｂ）　使用固定、醒目的符号对已经完成搜索的区域进行标识。

５．４　营救

５．４．１　营救的基本原则：

ａ）　统一布置，分片组织；先救近，后救远；先救易，后救难；先救老人、儿童及医务、消防等救援

人员；

ｂ）　营救时应注意被埋压人员和自身的安全，对难度、危险性较大的救援任务应等待专业救援队

伍到来再进行营救，防止方法不当和余震造成新的伤亡。

５．４．２　挖掘时，可采取下列方法：

ａ）　采用锹、镐、撬杠、斧子、钢锯等简单工具清除埋压物，营救幸存者；

ｂ）　采用顶升、剪切、挖掘等器械或工具挖掘、支撑，构成通道、空间，结合简单工具清除埋压物，营

救幸存者。

５．４．３　可采用下列措施挖掘、支撑，构成通道、空间：

ａ）　在楼板上打洞，利用梯子靠近并救助幸存者；

ｂ）　推倒一面墙或割断一块楼板；

ｃ）　用支架支撑有倒塌危险的墙体和楼板；

ｄ）　用千斤顶顶升和支撑倒塌楼板形成空间；

ｅ）　有选择地用起重机等重型设备清理部分建筑废墟。

５．４．４　营救时的注意事项和要求：

ａ）　挖掘时，应分清哪些是支撑物、哪些是压埋阻挡物；应保护支撑物，清除埋压阻挡物；不宜触动

倒塌物，不宜站在倒塌物上；

ｂ）　接近幸存者时，应用手一点点拨，不应用利器刨挖；应首先找到被埋压者的头部，清理口腔、呼

吸道异物，并依次按胸、腹、腿的顺序将被埋压者挖出；

ｃ）　对不能自行出来的伤员，不应强拉硬拖；应查明伤情，采取措施后，再行搬动；

ｄ）　对营救出的伤员可以让其喝点水，但不能多喝；对长期处在"

暗中的伤员应注意保护眼睛；

ｅ）　对暂时无法救出的伤员，应使其所在的废墟下面的空间保持通风，并递送食品、饮水，使其静等

时机再次进行营救。

５．５　急救

５．５．１　营救出幸存者后，应由具有一定急救技能的志愿者，根据幸存者的伤势和现场条件，及时予以急

救处理。

５．５．２　急救窒息和呼吸道梗阻的处理方法见附录Ｂ。

５．５．３　急救创伤性休克的处理方法见附录Ｃ。

５．５．４　止血的处理方法见附录Ｄ。

５．５．５　包扎的处理方法见附录Ｅ。

５．５．６　固定的处理方法见附录Ｆ。

５．５．７　搬运的处理方法见附录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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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伍装备

犃．１　个人装备

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伍个人装备按人员配备，具体内容、数量和要求见表Ａ．１。

表犃．１　社区志愿者队伍个人装备

序号 品　　名 数量 要　　求

１ 工作服 １套 结实、耐污

２ 救援鞋 １双 防电、防水，防扎

３ 安全帽 １顶 头盔

４ 防护手套 １副 防割

５ 防尘口罩 １个

犃．２　公用装备

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队伍公用装备包括基本救援工具、简易医务救援器材。基本救援工具

的内容、数量和要求见表Ａ．２，基本医务救援器材见表Ａ．３。

表犃．２　基本救援工具

序号 品　　名 数量 要　　求

１ 千斤顶 ２个 顶升１００ｔ

２ 剪切钳（大力钳） ２支 剪切８～２５

３ 救援斧 ２把

４ 钢锯 １把

５ 撬棍 ２根 一根１．５ｍ，一根１．０ｍ

６ 手提强力照明灯 ５只

７ 铝合金背包式折叠担架 １个

８ 铁锨 ４把 军用、民用铁锨各２把

９ 铁镐 ４把 军用、民用铁镐各２把

１０ 铁锤 ２把

１１ 大锤 ２把

１２ 警示带 ４根

１３ 灭火器 ４个

　　注：数量为３０人队伍的最低要求，宜根据社区实际情况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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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３　基本医务救援器材

序号 品　　名 数量 要　　求

１ 供氧器 １套 ２Ｌ（升）

２ 简易呼吸器 １套 成人

３ 电子血压计 １个

４ 体温计 ２个

５ 听诊器 １具

６ 筒式手电筒 １支

７ 金属压舌板 １支 ＣＡ１６ｃｍ

８ 夹板 ２套 大号、小号各一套

９ 胶布 ２卷 １．２ｃｍ×１００ｃｍ

１０ 小砂板 ２块

１１ 酒精瓶 １个 ３０ｍＬ

１２ 碘酒瓶 １个 ３０ｍＬ

１３ 三角巾急救包 １包 压缩型灭菌

１４ 消毒纱布 ２组

１５ 绷带卷 ３卷 ４ｃｍ×６００ｃｍ

１６ 棉线绳 ５根

１７ 消毒棉球 ２袋

１８ 消毒棉签 ２袋

１９ 创可贴 ２０片

２０ 针灸针 １套

２１ 一次性注射器 ５支 ５ｍＬ

２２ 塑料输液器 １套

２３ 玻璃注射器 １支 ２０ｍＬ

２４ 止血带 １条 橡胶

２５ 医疗急救箱 １只 ２００ｍｍ×３５０ｍｍ×１５０ｍｍ

　　注：数量为３０人队伍的最低要求，宜根据社区实际情况增加。

７

犌犅／犜２３６４８—２００９



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窒息和呼吸道梗阻处理

犅．１　处理方法

窒息的处理方法如下：

ａ）　将伤员转移到比较安全、通风、保暖、防雨的地方进行抢救；

ｂ）　解开伤员衣领、裤带、内衣，便于检查；

ｃ）　通畅呼吸道。

犅．２　通畅呼吸道程序

通畅呼吸道的程序如下：

ａ）　对于无颈椎损伤的伤员可将头部偏向一侧，清除口、鼻腔泥土以及痰、血、呕吐物等。溺水伤

员，呼吸道有水阻塞时，可采用俯卧头低位，将呼吸道水排出。简单的排水方法为：术者单膝跪

地，另膝屈曲，将溺水者腹部置于屈曲膝上，使其头下垂，然后再按住背部；

ｂ）　神志昏迷的伤员，由于舌根后坠而引起呼吸道梗阻，可将伤员平卧，头尽量后仰，用手将伤员

下颌托起，将伤员下齿列错于上齿列前面，再用别针或针线穿过伤员舌前部将舌牵出，固定于

胸前衣服上；

ｃ）　因口、鼻腔、下颌、颈部外伤引起的窒息，应试经鼻腔、口腔、气管断裂处，插入橡皮导管维持上

呼吸道通畅；

ｄ）　对于呼吸道停止，但仍有心跳的伤员，在现场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可选用口对口吹气法或

口对鼻吹气法；

ｅ）　对于呼吸心跳均已停止的伤员，则应施行人工心肺复苏，在施行人工呼吸的同时，进行胸外心

脏按压术。

犅．３　通畅呼吸道方法

犅．３．１　口对口吹气法

将病人置于仰卧位，急救者跪在患者身旁（或取合适姿势），先用一手捏住患者的下巴，把下巴提起，

另一只手捏住患者的鼻子，不使其漏气。进行人工呼吸者，在进行前先深吸一口气，然后将嘴贴紧患者

的嘴，缓慢而有力地吹气入口，每次吹气要超过２ｓ，气量约７００ｍＬ～１０００ｍＬ，每分钟１０次～１２次，

同时观察患者胸部是否高起，吹完气后嘴即离开，每２次吹气后放松鼻孔一次，让患者把肺内的气“呼”

出。如此往复不止地操作，直到患者恢复自动呼吸，或真正确诊死亡为止。每次吹气用力不可过大、过

急，以免患者胃内胀气；也不可过小、过少，以免进气不足，达不到救治目的。

犅．３．２　口对鼻吹气法

如果碰到伤病患者牙关紧闭，张不开口，无法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可采用口对鼻吹气法。口对鼻

吹气法与口对口吹气法相同，但应将患者的嘴巴用手捏紧，防止气从口排出。在进行此法时，要先将患

者鼻内污物清除，以防阻塞气道。用此法吹气时，应比口对口吹气法用力大些，时间长些。

犅．３．３　胸外心脏按压法

将伤员仰卧在硬板床或地板上，取头低足高位。操作者以一手掌根部置于伤员胸骨体中、下三分之

一交界处，将另一手掌压于其上，前臂与病员胸骨垂直，以上身前倾之力有节奏、带有冲击性地向脊柱方

向按压。每次按压使胸骨下陷４ｃｍ～５ｃｍ，随即放松，以利用心脏舒张。放松时，操作者的手不要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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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骨接触面，以免移位。频率每分钟按压１００次，在一次按压周期内，按压与放松时间各为５０％。进行

胸外心脏按压１５次，做人工呼吸２次，如此反复进行。

犅．４　处理的基本要求和注意事项

犅．４．１　窒息和呼吸道梗阻的伤员，病情危急，应即刻进行现场抢救，以挽救生命。

犅．４．２　合并外伤、中毒等情况时，在进行急救或复苏的同时或稍后，应采取适当的其他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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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创伤性休克处理

犆．１　处理方法

创伤性休克的处理方法包括：

ａ）　体位。休克伤员应采取平卧位，可将头与双下肢均抬高２０°左右，不应采用头低脚高位；

ｂ）　改善呼吸循环。松解病人衣领、腰带，清除呼吸道的血块异物和分泌物；

ｃ）　伤部包扎、固定；

ｄ）　止血。外出血应及时加压包扎、止血。内出血现场无法止血时，应尽早转送；

ｅ）　止痛镇静。可用药物或针刺治疗。有颅脑、颈部脊髓伤、腹腔脏器损伤者禁用止痛剂。

犆．２　处理的基本要求和注意事项

犆．２．１　尽快将伤员送到医院得到进一步抗休克治疗。

犆．２．２　冬季地震后，应注意对休克伤员的保暖，及时加添衣服，防止冻伤。夏天应把伤员放在通风、凉

爽地方，以免中暑加重休克。

犆．２．３　适量饮水，但不宜饮水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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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止　血　方　法

犇．１　止血方法及其使用原则

犇．１．１　在地震现场抢救，采用的止血方法主要有：指压止血法、加压止血法、止血带止血法。

犇．１．２　指压止血法，较为常用，方法简便，不需要器材，但止血不易持久。对需要维持时间较长的止血

方法，多用加压止血法。当上述方法无效时，应采用止血带止血法。

犇．２　指压止血法

犇．２．１　指压止血方法主要用于大血管急性出血的急救。指压止血方法操作要领是：用拇指将出血部

位的动脉血管上端（即近心端），用力压在临近的骨骼上，阻断血流来源，详细图解见图Ｄ．１所示。

犇．２．２　颌外动脉止血法：

ａ）　压迫方法：用一手固定伤员头部，另一手的拇指放在下颌角下方２ｃｍ～３ｃｍ处，将颌外动脉压

在颌骨上；

ｂ）　止血范围：可止同侧下脸部及口腔的侧面。

犇．２．３　颞浅动脉止血法：

ａ）　压迫方法：用拇、食、中指在耳前正对下颌关节处，可扪及颞浅动脉搏动处用力压迫；

ｂ）　止血范围：可止同侧面颞部及头皮部出血。

犇．２．４　颈总动脉止血法：

ａ）　压迫方法：在胸锁乳头肌内缘中部可扪及颈总动脉之搏动，将其用力压向横突。注意：不要同

时压双侧颈总动脉，不应时间过久，不应压迫气管；

ｂ）　止血范围：可止同侧口腔、咽喉、颈部、头部出血。

图犇．１　指压止血法

犇．２．５　锁骨下动脉止血法：

ａ）　压迫方法：在锁骨上窝内１／３处，可扪及锁骨下动脉搏动，将其用力向下压在第一肋骨处；

ｂ）　止血范围：可止同侧肩部腋部及上肢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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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２．６　肱动脉止血法：

ａ）　压迫方法：将伤肢关节屈曲，上举，肩关节外旋，在肱二头肌内缘约中，扪及肱动脉搏动，将其用

力压于肱骨干上；

ｂ）　止血范围：可止同侧上臂下端、前臂、手部出血。

犇．２．７　股动脉止血法：

ａ）　压迫方法：腹股沟韧带中点，将股动脉压向股骨干上；

ｂ）　止血范围：可止同侧下肢出血。

犇．３　加压止血法

伤口局部用生理盐水冲干净，将消毒纱布或干净毛巾、布料，折叠成比伤口稍大的垫，放在伤口上，

再用绷带或三角巾加压包扎即可。包扎时松紧应合适，即能止血，又不阻碍肢体的血液循环。肢体要抬

高，绷带从远端开始包扎，上下超过伤口二三横指。如果继续出血渗透了敷料，应再加敷料包扎。

犇．４　止血带止血法

犇．４．１　四肢较大血管出血，加压包扎不能有效止血时，可用止血带止血法。止血带要缠绕在伤口上

方，尽量靠近伤口。在扎止血带处裹上垫布，第一道止血带绕扎在衬垫上。第二道止血带压在第一道

上，松紧以止血停止，远端摸不到脉搏为宜。

犇．４．２　橡皮止血带止血法

如图Ｄ．２所示，先在准备绑止血带的部位垫上松软的布料（如毛巾、纱布或伤员的衣服等），然后用

左手拇、食、中指持止血带的一端，另一手拉紧止血带环绕肢体缠扎两周，将止血带末端放入左手食指与

中指间，食中两指将止血带夹住，并拉出固定。

图犇．２　橡皮带止血法

犇．４．３　布带绞紧止血法

如图Ｄ．３所示，在准备捆布带的部位垫好软布料，将布带绕肢体松绑一周，然后打结，在结下穿一

短木棒，沿一个方向旋转短棒，使布带绞紧肢体，至伤口不流血为止，最后将棒固定在肢体上。见图Ｄ．３

所示。

图犇．３　布带绞紧止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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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５　止血中应注意事项

犇．５．１　加在肢体上的压力，以伤口不出血为度，过松造成出血过多，过紧造成神经损伤。

犇．５．２　上止血带的部位应尽量靠近伤口，只有在双骨部位（如前臂）不能止血时，才把止血带移到距伤

口稍远的单骨部位上（上臂）。

犇．５．３　上止血带后，应做出明显标记，记录上止血带的时间，并争取在１ｈ～２ｈ内送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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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规范性附录）

包　扎　方　法

犈．１　包扎方法及其使用原则

包扎在急救处理中应用非常广泛，包扎可以保护伤口或创面、减少污染机会；压迫止血；固定重伤的

肢体，减少疼痛及继发损伤，便于运输。目前，常用的制式包扎材料有绷带、三角巾、四头带等。如现场

没有这些材料，清洁的毛巾、头巾、包袱布、手绢、米袋、衣服、被单等，在紧急情况下都可以使用。

犈．２　毛巾和三角巾包扎方法

犈．２．１　头顶部包扎法

如图Ｅ．１所示，将毛巾横放在伤员头顶上，毛巾的前边放在前额眉上，经两侧身上将前边拉向枕

后，在枕后使两前角打结，再将毛巾的两个后角都褶成带状，并扎上适当的小带，两后角在枕后交叉，再

经身上绕到前额，两小带在前额打结。三角巾包扎法与毛巾包扎法相同，详见图Ｅ．２所示。

图犈．１　头顶部毛巾包扎法

图犈．２　头顶部三角巾包扎法

犈．２．２　单侧面部包扎法

如图Ｅ．３所示，将毛巾斜放在头顶上，使毛巾盖住伤侧面部，将毛巾的前边两角分别经对侧耳后和

下颌下方，并在下颌角下打结。将毛巾后边两角折叠成带状，将伤侧的毛巾后角绕过下颌拉紧与对侧毛

巾后角打结。

犈．２．３　面具式包扎法

如图Ｅ．４所示，把毛巾的半侧，相当于眼、鼻、口处剪成小孔，然后将毛巾横置，盖住面部，向后拉紧

毛巾的两端，在耳前将两端的上下交叉后分别打结。三角巾包扎法与毛巾包扎法相同，详见图Ｅ．５

所示。

犈．２．４　单眼包扎法

如图Ｅ．６所示，将毛巾横向对角折叠，分为上下两半，上半叠为四横指宽的横带，下半之前角处扎

一小带。对角线下半毛巾盖在伤侧眼上，上半折叠成横带部分防在前眉上并拉紧绕过脑后与毛巾下半

之后角打结。毛巾的下半在盖住眼后拉紧绕过后枕下方在键侧耳后打结。三角巾包扎法与毛巾包扎法

相同，详见图Ｅ．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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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２．５　双眼包扎法

如图Ｅ．８所示，将毛巾横向叠成四指宽的条状带，用中间部盖住双眼，两端在枕后一侧打结。三角

巾包扎法与毛巾包扎法相同，详见图Ｅ．９所示。

图犈．３　单侧面部毛巾包扎法

图犈．４　面具式毛巾包扎法

图犈．５　面具式三角巾包扎法

图犈．６　单眼毛巾包扎法

图犈．７　单眼三角巾包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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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犈．８　双眼毛巾包扎法

图犈．９　双眼三角巾包扎法

犈．２．６　下颌包扎法

如图Ｅ．１０所示，先把毛巾叠成四横指宽的条状带，一端扎上小带，中间部分包住下颌，两端上提，

小带经头部，在一侧耳前与毛巾交叉，然后将小带绕前额与枕部，在对侧耳部与毛巾打结。三角巾包扎

法与毛巾包扎法相同，详见图Ｅ．１１所示。

图犈．１０　下颌毛巾包扎法

图犈．１１　下颌三角巾包扎法

犈．２．７　单胸包扎法

如图Ｅ．１２所示，将毛巾横放在胸前，两下角及靠伤侧之一上角分别结扎一小带，两下角拉紧，用小

带在后背打结，将有小带之上角提起，经肩部绕至背后并穿过下边打结的横带，打结固定。将毛巾没有

扎小带的一角在胸前折入毛巾内。三角巾包扎法与毛巾包扎法相同，详见图Ｅ．１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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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犈．１２　单胸毛巾包扎法

图犈．１３　单胸三角巾包扎法

犈．２．８　双胸包扎法

如图Ｅ．１４所示，先将毛巾对半斜折，中间穿过小带，放置胸前，拉起小带的两头在背后打结，再在

毛巾两片的内角各扎上小带，将两片毛巾的外角向内折，然后拉起两侧小带往背后与背面的横带打结固

定。三角巾包扎法与毛巾包扎法相同，详见图Ｅ．１５所示。

图犈．１４　双胸毛巾包扎法

图犈．１５　双胸三角巾包扎法

犈．２．９　单肩部包扎法

如图Ｅ．１６所示，将毛巾的１／３斜对折，中间穿过一小带，用小带将毛巾扎在臂上部，上片毛巾的前

角和下片毛巾的后角各扎上小带，上片毛巾的后角向前折成三角形，将小带经胸前拉到对侧腋下，下片

毛巾的前角向后折成三角形，包住肩部，将小带经背部拉到对侧腋下，与上片毛巾的小带相遇打结。三

角巾包扎法与毛巾包扎法相同，详见图Ｅ．１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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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犈．１６　肩部毛巾包扎法

图犈．１７　肩部三角巾包扎法

犈．２．１０　单侧臀部包扎法

如图Ｅ．１８所示，将毛巾作对折，中间穿一小带扎在腰上，使毛巾盖住臀部伤口上，再在毛巾的后角

扎一小带，绕过大腿，在前面与毛巾前角打结。三角巾包扎法与毛巾包扎法相同，详见图Ｅ．１９所示。

图犈．１８　单侧臀部毛巾包扎法

图犈．１９　单侧臀部三角巾包扎法

犈．２．１１　双臀包扎法

如图Ｅ．２０所示，将毛巾斜对折，中间穿一小带，扎在腰上，使毛巾盖住臀部，将上下两片毛巾的前

角各扎一小带，分别绕过大腿根部与毛巾的后角打结。三角巾包扎法与毛巾包扎法相同，详见图Ｅ．２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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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犈．２０　双臀毛巾包扎法

图犈．２１　双臀三角巾包扎法

犈．２．１２　膝（肘）部包扎法

如图Ｅ．２２所示，先将毛巾折成适当宽度的斜行条带，一端扎以一带，然后将毛巾包住膝（肘）部，两

端向后拉，围绕关节打结固定。

犈．２．１３　前臂（小腿）包扎法

如图Ｅ．２３所示，把毛巾的一角向内折起，然后从前臂下方向上作螺旋包扎，最后用带子固定。

图犈．２２　膝（肘）部毛巾包扎法

图犈．２３　前臂（小腿）毛巾包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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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２．１４　手（足）部包扎法

如图Ｅ．２４所示，把毛巾平放，指尖对着毛巾一角，将此角向手背翻起盖住手背，毛巾同一端的另一

角也翻过手背压于掌下，将毛巾围绕手掌进行包扎，在腕部加带固定。三角巾包扎法与毛巾包扎法相

同，详见图Ｅ．２５所示。

图犈．２４　手（足）部毛巾包扎法

图犈．２５　手（足）部三角巾包扎法

犈．３　绷带包扎法

救护人员面向伤员，取适宜位置，先在创面上盖好无菌敷料，然后用绷带包扎，左手拿绷带头，右手

拿绷带尾，绷带的外面贴近创面局部。包扎时由伤口的低处向上，通常是自左向右，从下到上缠绕。包

扎不能过松，防止滑脱，也不宜过紧，防止压迫组织引起水肿。肘部要弯曲包扎，腰要伸直包扎。绷带包

扎法多用于四肢或颈部的包扎。

犈．４　四头带包扎法

其方法是把四头带贴在盖好敷料的伤口上，然后将四个头分别拉向对侧打结。四头带包扎法特别

适用于胸部外伤者。四头带包扎法多用于鼻、下颌、前额及后头部的包扎，其他部位也可以使用。

犈．５　包扎中应注意事项

犈．５．１　包扎中接触伤口的敷料应尽量使用消毒敷料，不应用手接触伤口。如果没有消毒敷料，应选用

较干净的毛巾、衣、褥及被等布料包扎伤口，包扎范围应超出伤口边缘５ｃｍ～１０ｃｍ。

犈．５．２　包扎时动作应轻柔。特别是对骨折伤员不应因动作粗暴而造成继发损伤。包扎的松紧应适

宜，包扎应牢靠，既保证敷料能固定，加压包扎能止血，又不影响肢体血液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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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犉

（规范性附录）

固　　定

犉．１　肢体各部位固定方法

犉．１．１　前臂部损伤的固定

如图Ｆ．１所示，用现场可以找到的木板、草板纸、折叠的报纸、竹片及树皮等作为固定器材。长度

应由肘部到手掌，在骨突部位垫好棉花、纱布。前臂置于中主位，将固定器材防在前臂掌背两侧，用皮带

或三角巾固定。然后再用三角巾或布带将前臂悬吊在胸前。

犉．１．２　上臂损伤的固定

在地震现场中，最简单易行的方法是：将肘关节屈曲９０°位，用宽布带或三角巾将上臂固定在胸壁

上，再用三角巾将前臂悬吊在胸前，如图Ｆ．２所示。

图犉．１　前臂部损伤的固定

图犉．２　上臂损伤的固定

犉．１．３　大腿损伤的固定

如图Ｆ．３所示，可选用长短不等的两块固定器材。长的防在大腿外侧，由踝关节至腋窝，短的一块

放在大腿内侧，由踝关节至腹股沟处。将固定处垫好纱布、棉花，用三角巾分段固定。现场如果找不到

器材，可利用健肢作固定，将健肢与患肢包扎固定在一起。

图犉．３　大腿损伤的固定

图犉．４　小腿损伤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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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１．４　小腿损伤的固定

如图Ｆ．４所示，选用长短相等的两块固定器材，长度由足跟至大腿，分别放在小腿的两侧，用棉花、

纱布垫好骨突，用布带或三角巾分段固定。无固定器材时，可将患肢分段固定在健肢上。

犉．２　固定中应注意事项

犉．２．１　应根据不同的部位和病情来选择不同的方法，固定的器材就地取材，机动灵活。

犉．２．２　夹板的长短、宽窄要合适，放在伤部的下方或两侧，固定时至少包扎缠绕两处，最好能固定伤部

的上下两个关节，以免受伤部位移动。

犉．２．３　对闭合性骨折中有严重旋转、成角畸形者，可以做纵轴牵引，再加以固定。对开放性损伤中有

骨折端外露者，不应还纳。如果在固定中自行还纳，应予以注明，供后续治疗参考。

犉．２．４　四肢固定中，应将肢体末端外露，以便观察肢体血运。遇有伤员主诉剧痛、麻木或检查发现肢

体末端苍白、发凉、青紫时，应及时检查，松开固定器材及内层的绷带，重新固定。骨折伤员固定需要牢

靠，但四肢挤压伤伤员固定不宜过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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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犌

（规范性附录）

搬　　运

犌．１　搬运方法

犌．１．１　颈椎损伤的搬运方法

如图Ｇ．１、Ｇ．２所示，颈部损伤的伤员，应有四人负责搬运。一人专管头部牵引固定，使头部保持与

躯干成直线位置，维持颈部不动，其他三人蹲在伤员的一侧，一人抱住下肢，另外两人托住躯干，四人动

作要协调一致，避免偶然的弯曲。将伤员放在担架上，取仰卧位，为防止头部活动，可在伤员枕后垫一棉

布圈或将伤员头之两侧放置沙袋固定。

图犌．１　颈椎损伤的搬运方法

图犌．２　颈椎损伤搬运时固定方法

犌．１．２　胸、腰部脊椎伤员的搬运方法

如图Ｇ．３、Ｇ．４所示，胸、腰部损伤的伤员要有３—４人搬运，都蹲在伤员的一侧；一人托住肩胛部，

一人托住腰臀部，另一人扶住伸直而并拢的两下肢，协调一致地将伤员放到硬质的担架上，取仰卧位，腰

部要垫１０ｃｍ高的小垫。如果是毯子等做成的软质担架，伤员可取俯卧位。

图犌．３　胸、腰部脊椎伤员的搬运方法

图 犌．４　胸、腰部脊椎伤员搬运时固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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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１．３　骨盆伤员的搬运方法

如图Ｇ．５所示，将伤员骨盆部用三角巾或宽皮带环绕包扎固定，伤员仰卧位放在硬质担架上。两

膝半屈，膝下可垫衣服等。

图犌．５　骨盆伤员的搬运方法

犌．２　搬运中注意事项

犌．２．１　应根据伤情、地形等情况，选用不同的搬运方法和运送工具，注意选用各种就便运送工具。

犌．２．２　应做好初步急救处理。如情况允许，一般应先止血、包扎、固定后搬运。

犌．２．３　动作要轻而迅速，避免和减少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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