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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山西省主委、山西中医学院院长周然教授主持编写的《农村卫生适
宜技术推广丛书》（共17册），作为“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农村卫生适宜技术及产品研究与
应用”重大项目实施的适宜技术推广丛书，由科学出版社付梓印行，是一部向广大农村卫生技术人员
传播最新适宜技术的力作。
读后感触颇深。
一个时期以来，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日益凸显。
究其原因，“难”在资源失衡，先进技术过于向中心城市倾斜；“贵”在技术错位，农村适宜技术推
广工作严重滞后。
科技部不失时机地组织实施“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农村卫生适宜技术及产品研究与应用”重
大项目，目标前移，重点下移，有的放矢。
堪称“民心工程”。
项目的实施和技术的推广，核心在于人才的培养，只有源源不断地培养和造就真正掌握农村卫生适宜
技术的人才，才能使大量的适宜技术广播于乡村，惠及于农民。
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广大农村医疗机构常常因缺乏经费不能及时派学员学习进修，技术难以
更新，或者虽经努力得以外出深造，也因不能组成团队，技术不相匹配，终究难以解决农村的实际问
题。
周然教授率领的山西省项目组，经过反复调研，形成了“围绕一条主线、抓住两个重点、实现一个目
标”的基本思路。
“一条主线”就是以推广农村卫生新型适宜技术为主线，“两个重点”一是人才培养、二是区域示范
，“一个目标”就是探索建立科学有效的适宜技术推广模式。
其中独具特色的是，把该丛书的编写作为人才培养和技术推广的基础工程和前置项目，集国家推广的
适宜技术之大成，经过编著者的辛勤努力，编著成了这部十分符合我国国情并紧扣农村医疗卫生实际
的培训丛书，对于实施“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农村卫生适宜技术及产品研究与应用”重大项
目可望发挥重要的示范性和带动性作用。
对于解决广大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人口素质，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笔者欣然为其作序，并期望该丛书可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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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农村卫生适宜技术推广丛书”之一。
全书共分为十一章，简要介绍了灾害的概念、危害以及灾害医学救治技术的特点、任务、组织、管理
与救治原则；详细介绍了灾害医学救治的基本技能；重点叙述了地震、火灾、洪涝等常见自然灾害及
交通事故、矿山事故、中毒事故等人为灾难的救治知识与技术，突出现场救治这一重要环节；并对灾
害条件下的常见疾病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包括外科疾病、内科疾病、专科疾病（妇科、儿科、眼
科、耳鼻喉科、皮肤科等）、传染病、心理疾病救治及常用的手术和急救药物。
本书的编写考虑到县级及县级以下医疗机构的特点，注重内容的科学性、实用性和针对性，坚持体现
“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内容，突出中西医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及临床适宜技术
的推广应用，特别是详细介绍了收集到的卫生部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立项推广的适宜技术。
    本书可供县级及县级以下医务人员使用，也可供农村卫生适宜技术项目推广培训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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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论有史以来，人类生活在自然界，随时都面临着地震、洪涝、干旱、风暴、泥石流、山体滑
坡、森林大火等自然灾害的威胁；人类在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等过程中，交通事
故、矿难、飞机失事、沉船、化学事故等各种意外事故常有发生；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战乱频繁、灾害不断，加之，近来全球经济快速发展，伴随着环境严重破坏，常引发多种灾害。
这些天灾、人祸、事故一旦发生，就会造成严重的生命伤亡和财产损失，给人类带来重大灾难。
仅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世界上各种自然灾害就吞噬了280万人的生命，受影响的人口多达8.2亿。
虽然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战胜各种灾害的能力，但不幸的是，大多数灾害目前尚不能完全避
免。
然而，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将其造成的危害减少到最低的限度。
掌握灾害医学救治技术，就是减轻灾害损失的重要措施之一。
第一节 灾害的概念与分类一、灾害的概念关于灾害，目前尚无公认的定义。
世界卫生组织（WHO）关于灾害的定义是：任何能引起设施破坏、经济严重受损、人员伤亡、健康
状况及卫生服务恶化的事件，如其规模超出事件发生社区的承受能力而不得不向社区外部寻求专门援
助时，就可称之为灾害事件。
联合国"国际减灾十年"专家组定义为：灾害是一种超出受影响社区现有资源承受能力的人类生态环境
的破坏。
由此可以看出，灾害是危害人类生命财产和生存条件的各类事件，这种自然的或人为的破坏性事件，
超出了受灾社区的自救力或承受力时，就构成了灾害。
由于社区的承受力是相对的，因此，破坏性事件对社区的危也是相对的，相同的破坏性事件对某社区
构成灾害，而对另一社区可以不构成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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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灾害医学救治技术》简要介绍了灾害的概念、危害以及灾害医学救治技术的特点、任务和意义；详
细介绍了灾害医学救治的基本技能；分别叙述了地震、火灾、水灾等常见自然灾害及交通事故、矿山
事故、中毒事故等人为灾难现场救治知识与技术，突出现场急救这一重要环节；并对灾害条件下常见
疾病的救治及常用的手术和药物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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