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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家庭急救速查手册》从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入手，对可能遇到的险情一一进行分析并列出相应的急
救方法，全书共分为七个篇章。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意外伤害的应对方法，疾病的防护急救知识，创伤、动物咬伤、中毒等应急方法，
您都可以在《家庭急救速查手册》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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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高原反应 高原反应，即高原病，是人从低海拔地区到达高海拔地区后，身体为适
应因海拔高度而造成的气压小、含氧量少、空气干燥等变化而产生的生理反应，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
高原不适应症。
 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轻松抵达高海拔地区旅游观光，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遭受
高原反应的煎熬。
对于高原反应，我们既不必谈之色变，也不能轻视它带来的危害。
了解并掌握以下急救知识，就能轻松应对高原反应。
 1.对急性高原病应以预防为主。
需到高原地区工作的人员，应该通过仔细的体检，排除不适宜在高原地区工作的疾病。
 2.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地区可实行阶梯上升，逐步适应。
 3.当你必须快速到达海拔3000米以上地区时，应携带氧气及预防药物，如利尿剂、镇静剂、肾上腺皮
质激素、维生素等必备药品。
 4.到达高原地区后，体力活动要循序渐进，尽量减少寒冷刺激及避免上呼吸道感染。
 野外如何寻找水源 当你置身于崇山峻岭之巅，穿梭于广阔的森林里，饮用水已经用尽，口渴难受时
，如何凭借智慧去获取所需水分是必备的生存技能之一。
 除非你身在大沙漠，否则水源很容易寻找。
德国野外求生专家萨克曼在野外找水是保持乐观心态的，他说百分之七十一的地块是被水覆盖的，下
一条溪一定不远。
 寻找水源的方法 1.根据地形（地势）判断地下水位的高低。
山脚下往往会有地下水，低洼处、雨水集中处，以及水库的下游等处地下水位均高。
另外，在干涸河床的下面和河道转弯处外侧的最低处往下挖掘几米就能有水。
但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水源往往泥浆较多，需净化处理后，方可饮用。
 2.根据气候及地面干湿情况寻找水源。
春季解冻早的地方和冬季封冻晚的地方，以及降雪融化快的地方地下水位均较高；在炎热的夏季，地
面总是非常潮湿，或在相同的气候条件下，地面久晒而不干不热处地下水位均高；在秋季，地表有水
气上长，凌晨常出现像轻纱似的薄雾，晚上露水重，且地面潮湿，说明地下水位高，水量充足；在寒
冷的冬季，地表面的缝隙处有白霜时，说明地下水位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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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家庭急救速查手册》可以说是家庭急救的百科全书，更是一本让您获得智慧和勇气的应急手册，一
书在手，就可以让您和家人从容地远离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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