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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震是一种破坏力很大的自然灾害，对人类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极大威胁，为群灾之首。
地震灾害会造成建筑物的破坏和倒塌、地裂、道路破坏，还会引起火灾、水灾、滑坡、泥石流等次生
灾害，甚至会在震后出现瘟疫、霍乱的大规模暴发。
地震还会对震区的人们造成身体和心理上的持久伤害，对他们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产生严重的影响
，这种影响甚至可能长达一生。
　　由于地震会造成如此大的破坏，对人们身心健康的影响如此显著，因此一直以来，如何应对地震
的问题就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尤其是地震中的自救与互救被认为是人们减轻地震伤害的一条
有效途径。
　　地震中的自救与互救，其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地震自救与互救是指正在发生地震的过
程中和地震发生后的短暂时间里，震区的人们如何进行自我救助和对他人进行救援的行动；广义的地
震自救与互救，则是指人们为了减少地震中生命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在震前所进行的地震知识的学
习和所作的防震准备，在震时和震后短时内的自我救助和对他人的救援，在震后较长时间里持续进行
的身体和心理的长期自救与互救。
本书是从地震自救与互救的广义含义出发而进行阐述的。
　　地震的突发性，以及人类在地震预报上的水平有限，决定了人们随时都要做好防震的准备。
我们知道，地震的破坏力是巨大的，尤其是破坏性地震，会有很大的震感范围和破坏范围，所以对于
我们来说，无论是处于地震易发区，还是处于非地震易发区，都应该提高警惕，做足防震的准备，这
样才能在突然降临的地震灾害中实现自救与互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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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震中的自救与互救，其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地震自救与互救是指正在发生地震的过
程中和地震发生后的短暂时间里，震区的人们如何进行自我救助和对他人进行救援的行动；广义的地
震自救与互救，则是指人们为了减少地震中生命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在震前所进行的地震知识的学
习和所作的防震准备，在震时和震后短时内的自我救助和对他人的救援，在震后较长时间里持续进行
的身体和心理的长期自救与互救。
《青少年安全健康自我保护丛书：震后自救与互救常识》是从地震自救与互救的广义含义出发而进行
阐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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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内骨折是指断骨没有刺穿皮肤或裸露在外。
触动受伤部位时，即使外施轻微压力，也会一触即痛。
内出血进入组织以后，会引起肿胀，随后出现青紫斑或失去血色。
移动伤肢，伤员会痛苦大叫。
　　对于骨折可用固定的方法急救，固定整条断肢，用绳子吊起断臂。
为了增加固定的稳定性，在没有夹板的情况下可将伤肢与对称的另一肢一起绑扎。
在双肢之间空隙部位填充衬垫，使得伤肢处于合适的位置。
在断肢上下及邻近关节之间用柔软结实的材料绑牢扎紧。
所有的绳结应位于同一边，平结会便于检查伤口。
悬吊材料以三角形绷带最为理想，布料、腰带等在紧急时也可使用。
不能用绑绳直接捆扎伤口，或者让绳结压住伤肢。
针对伤员不同部位的骨折情况，应该有针对性地进行合适的处理。
　　1.肘部以下骨折：用悬带将伤臂吊于肩上。
从肘部至中指用加垫的夹板固定。
在肘部下方打结可以阻止滑动。
手臂抬高可以避免严重肿胀。
　　2.肘部骨折：肘部弯曲，用狭长吊带支持。
上臂与胸部捆扎在一起，阻止上臂摆动。
检查脉搏，确保血液循环。
如果摸不到脉搏跳动，可稍稍将臂部放直，观察能否恢复。
如果断肘僵直，别硬要弄弯它。
用加垫的夹板将它竖直固定，用吊带将断臂绑在腰部。
　　3.上臂骨折：从肩到肘用加垫的夹板固定.腕部用窄带吊于颈部。
　　4.肩胛骨骨折：用吊带支撑受伤部位重量，用绷带将臂部与胸部固定。
　　5.锁骨骨折：用吊带支撑受伤部位重量，用绷带将臂部与胸部固定。
　　6.下肢骨折：需用“八”字形绷带将足踝与双腿都捆扎起来，这样可以防止断肢翻转或缩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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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少年安全健康自我保护丛书：震后自救与互救常识》内容丰富，语言简明扼要，可操作性很
强。
作为一本青少年安全健康自我保护书，可以让广大青少年读者了解如何应对灾难，并且积极进行自救
和救助他人的种种策略，增加其面对灾难的信心和勇气，从而保护好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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