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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工具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建设的需要，旅游、探险、采矿及军事等
户外活动越来越多，由此，在介于医院救治和家庭医学之间，又诞生了户外医学。
基于上述原因，户外医学从一诞生就引起了人们关注，诸多的医学家开始涉足此领域。
自然灾害，如雷击、雪崩、火灾、火山喷发等，特殊的地理环境，如高原、丛林、沙漠、激流、洞穴
，均可能对人体产生一定的伤害。
户外的低温或高温环境可能对人体造成一定的病理、生理的变化。
到户外，动物、植物有可能对人类造成伤害。
人们对户外活动造成的伤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使户外医学有了长足的发展。
正是由于该门学科的科学性、实用性，使得人们从事户外活动医疗保障水平有了大大的提高，从而更
激励着人们到大自然中探取奥秘，享受乐趣。
煤炭总医院于乾海、顾菲菲、郑山海、李昀生副教授、彭国忱教授等数十名朝气蓬勃的医学实践者，
正是诸多从事户外医学研究人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们具有强烈的责任心、扎实的医学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以前瞻性的视野，呕心沥血、废寝
忘食写出这本《户外医学》，为医学百花园的丛书增添了一朵奇葩，为从事户外活动的人们提供了医
疗工具书。
本人作为一名院长，同时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亲自组织并参与这本书的编著工作，深深了解他们的
艰辛和付出，由衷地对他们表示钦佩。
医学科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正是由这些甘于奉献，不断创新，又充满激情的人们去推动的！
值此本书出版之际，向广大读者隆重推荐，并向所有为本书编撰工作作出贡献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和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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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适应人们旅游、探险、采矿及军事作业等户外活动安全保障之需，《户外医学》主要介绍了自
然灾害（如雷击、雪崩、火灾、火山喷发等）、特殊的地理环境（如高原、丛林、沙漠、激流、洞穴
等）、特殊的气候环境（低温或高温）以及户外动物、植物等诸多因素对人体可能造成的伤害及其对
策。
《户外医学》介绍的户外活动医学知识内容丰富、通俗易懂，对户外伤害的防护及处理严谨、科学，
适于广大旅游、探险及从事户外作业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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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震级震级是指地震的大小，是表征地震强弱的量度，是以地震仪测定的每次地震活动释放的
能量多少来确定的。
震级每相差1.0级，能量相差大约30倍。
（三）地震的危害1.直接灾害地震直接灾害是指由地震的原生现象，如地震断层错动，大范围地面倾
斜、升降和变形，以及地震波引起的地面振动等所造成的直接后果。
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破坏或倒塌；地面破坏，如地裂缝、地基沉陷、喷水冒砂等；山体等自然物
的破坏，如山崩、滑坡、泥石流等；水体的振荡，如海啸、湖震等。
2.次生灾害地震打破了自然界原有的平衡状态或社会正常秩序从而导致的灾害，称为地震次生灾害，
如地震引起的火灾、水灾，有毒容器破坏后毒气、毒液或放射性物质等泄漏造成的灾害等。
震后还会引发社会性灾害，如瘟疫与饥荒。
（四）地震的预报地震来临之前是有前兆的，特别是强烈地震，在孕育过程中总会引起地下和地上各
种物理及化学变化，如地下水的变化，突然升、降或变味，发浑、发响、冒泡；气象的变化，如天气
骤冷、骤热，出现大旱、大涝；以及电磁场的变化、临震前动、植物的异常反应等。
根据这些现象进行综合研究，再加上专业机构利用仪器观测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可以对发震的时间
、地点和震级进行预报。
我国成功预报了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7.3级地震。
但是，由于地震成因的复杂性和发震的突然性，相对当代科技水平而言，地震预报还是一个世界性的
难题，在世界上尚无可靠途径和手段能准确预报所有破坏性地震。
（五）震时各种环境避震要点1.学校避震在操场或室外时，可原地不动蹲下，注意避开高大建筑物或
危险物，不要回到教室去；千万不要跳楼，不要站在窗外，不要到阳台上去；震后应当有组织地撤离
，必要时停课。
2.家庭（楼房）避震震时保持冷静，震后走到户外。
避震位置至关重要。
住楼房避震，最好找一个可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
3.户外避震在山边、陡峭的倾斜地段，有发生山崩、断崖落石的危险，应迅速到安全的场所避难。
在海岸边，有遭遇海啸的危险。
在繁华街区，最危险的是玻璃窗、广告牌等物掉落砸伤行人，要注意保护好头部。
（六）震后自救地震时如被埋压在废墟下，周围一片漆黑，只有极小的空间，一定要冷静沉着，树立
生存的信心。
地震后，往往还有多次余震发生，处境可能继续恶化，为了免遭新的伤害，要尽量改善自己所处环境
。
首先要保证呼吸畅通，尽量挪开压身的杂物；闻到煤气、毒气时，用湿衣服等物捂住口鼻；避开身体
上方不结实的倒塌物和其他容易引起掉落的物体；扩大和稳定生存空间，用建材、家具等支撑残垣断
壁，以防余震发生后，处境进一步恶化。
如果找不到出路，尽量保存体力，用石块敲击能发出声响的物体，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如果受伤，要想法包扎，避免流血过多。
如果被埋在废墟下的时间比较长，救援人员未到，就要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生命，尽量寻找食品和饮用
水，节约使用，争取被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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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户外医学》是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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