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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内容概要

感冒药吃多了会晕厥你知道吗？心梗发作第一时间需要什么？头晕是缓缓就能过去的小毛病吗？常吃
海鲜的人也会海鲜过敏？中国人标配早餐豆浆也会中毒？怎样包扎？怎样止血？怎样人工呼吸？急诊
医生王成钢对居家、外出等各种常见危急症进行了有趣的解释和实用的实操指导，此外作者还针对不
同人群，如婴幼儿、女性、上班族、老年人等，给出了他们最常遇到的健康问题的讲解。
分清急诊门诊才不耽误时间，大病先兆早知悉临危不慌乱，常见意外伤害正确处理办法，全家危急情
况分门别类讲解。急诊医生王成钢教你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急救术，这本书堪称中国家庭必备的健康
安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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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精彩短评

1、读了有很多收获，虽然好些急救的实际技能不能通过阅读掌握，然而至少知道该怎么做后续搜视
频来学习也是可以的。知道了日常生活一些错误的需要纠正的做法，以及遇紧急情况应如何处理。最
后作者的文笔挺幽默的，增加可读性和趣味性。
2、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该如何自救呢？仅仅依靠别人的帮忙是不够的，关键自己还要学会简单的自
救方法。
3、故事讲的很欢乐，只是应对措施仍然不是非专业人士能做得到的。
4、不能只有医生知道的自救技能，家庭必备，在救命时派上用场！
5、这本书真的既实用又有趣，看得懂也看得进去。关键是作者还很帅，已追单并赠送家中所有长辈
。
6、写得不咋地，但是有用啊，在这个营养保健鸡汤干货横行的时代，这注定是一本受欢迎的书。
7、来自实践中的急救经验，不时来点小幽默，轻松有趣，也很有用。稍微欠缺的就是有些散，前面
几章重点部分还有些翻来覆去讲，但整本书都还挺吸引人。说实在，医生这职业真的很辛苦，也很锻
炼人，向尽职的医生们致敬！

8、涨知识了
9、王大夫辣么帅，他的书一定像他的颜值一样好看，对~就是酱紫~~~必须要看。
10、近百种自救方法，蛮实用的。
11、写得不错，干货夹杂着水货最有利于阅读！需要这样的科普。
12、了解了不少常识，误区解毒~~推荐推荐
13、读完之后评分升升升。这种类型的书就应该像本书一样通俗易懂、抓人注意、干货满满，达到连
我妈都手不释卷的程度（雾）。
14、身体第一。前前后后得过小病，家里老人要照顾，多看点医学相关的知识是好的，略看一遍，以
后遇到问题再翻翻。原来38.5度以下是不需要吃药的，发烧不需要老捂着。
15、“我是大医生”王成钢教你突发意外怎么办！近100种简单实用必备自救技能，不该只有医生知道
！一本给你和家人带来安全感的急诊常识书，哪怕你掌握一点急诊知识，在救命时也能派上用场！随
书附赠“一学就会的日常 急救术示范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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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精彩书评

1、生命是一切的根本，只有平安健康，才有机会去实现各种人生理想；如果没有了生命，那一切都
无从谈起。《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是急诊医生王成钢根据自己多年的急诊临床经验写成的一本
急救保健养生书。不同于一般的保健养生医学类图书的是，这本书的语言比较风趣，急诊，听着就是
非常紧迫的，但是作者却用另类轻松的语言风格来讲述，让读者意识到急诊关键时刻的自救技能，但
同时又不会又不会感觉到过分的压抑，否则那只会适得其反。从严谨的医学角度来讲，可能这样的写
作风格是另类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的有趣有料和有用。在生活，很多人一旦遇上身体不适，尤其
是家有小孩的家长，如果孩子有个感冒发热咳嗽的就着急着送往急诊，特别是夜间，发热的患者体温
无法通过物理方法快速降温，相反，有的患病儿童还会出现体温反复或上升的情况，不要说别人，如
果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自己孩子的身上，我们也一定会一时慌乱，连忙送孩子去医院急诊。王医生在
书中的一个章节里就提到了这一项，孩子发热先观察，不要着急送急诊，毕竟医院也是病菌聚集的地
方，人在感冒发热时，体质本身就比较弱，如果到跑到病菌聚集的地方，反而更容易受到细菌的入侵
。书中给出了遇到孩子发热如何处理的可操作性指导。除了儿童，还有成人、老年人、男女各种常见
急诊问题的讲解和处理。要分清急诊门诊，遇病不慌乱，以免病急乱投医。在生活中，我们有时候吃
鱼会被鱼刺卡住，有的人会不以为然，觉得吞点米饭喝点醋什么的就可以解决了，但事实上小鱼刺也
是有大隐患的，还有吃海鲜过敏的问题，吃了变质食物中毒的情况等等这些容易被人们所忽略的健康
祸源，王医生与读者一一分析讲解。关键时刻不仅仅那些流血晕厥的可见性时刻，还有许多不可预见
的危难，我们首先要多掌握一些医学知识、擦亮眼睛，先兆早知，防患于未然；然后通过这样的书学
习常见意外的正确处理方法，在这些关键的危难时刻，自救和救护身边的家人。居家生活，这样的一
本医学指导书是非常需要的。文/ashley书评原创，转载刊用请豆邮联系~
2、王成钢老师这本书，语言幽默诙谐，列举的例子也是让人发省，期间还包括自己的不少糗事。真
真是呕心沥血所著啊！看完，我对卡鱼刺这个问题那是彻底拨开云雾见青天。卡到鱼刺：遇到这种情
况，我猜百分之九十的人脑袋都自行打出一行字：喝醋&amp;吞米饭。想想去年十二月，我就不小心
摔在了鱼刺这个坎上了。话说，那天，是朋友生日，说带我们去见识下那种柴火灶做的鱼。我也好奇
万分，乐颠颠的跟在朋友背后。果然，不同凡响。那是桌子开个大洞，放个大铁锅，底下开了个豁口
放煤炭，鱼是现炒的。因为，用的是菜油，味道香香的。于是吃货的我，等鱼可以吃了，便大口大口
往嘴里塞。结果，卡了。疼死了，吞咽一下这个动作都让喉咙刺痛不已。于是身旁的朋友又是醋又是
饭的。我整整吞了两小碗的米饭加一碗醋，还是疼。于是，我就自个到厕所去，按压舌头，引诱里面
的东西出来。如此，反复十几分钟，果真把那根鱼刺给活生生吐出来了。但是，回到座位上，就啥都
不想吃了。因为口里酸而且喉咙痛，只好眼睁睁的看着她们大快朵颐了。回归到王医生的医学讲堂
。1.遇到卡鱼刺喝醋或吞咽米饭馒头，到底有用吗？答案当然是加大号的没有用。因为有人曾经试过
，把一根鱼刺泡在醋里几天都不见软，所以喝醋是不能迅速软化鱼刺的。另外，吞米饭馒头也是极不
安全的做法。有可能让鱼刺扎的更深。有时候这样做管用那是因为幸运，或是鱼刺很小。在没有办法
判断鱼刺大小及卡得深浅时，尽量不要采取这些方法，以免造成更大的伤害。2.卡了鱼刺自己在家怎
么取？哪种状况一定要去急诊？在家中可用筷子、牙刷放在舌部前2/3处，轻轻平压，观察整个口咽部
，看有没有鱼刺。扁桃体肥大的人，鱼刺常常直接刺在扁桃体上，容易看清。将压舌板稍微偏向一侧
压住舌部并发“啊”音，如果看见有鱼刺，可以用稍长点的镊子或筷子钳住拔出，若是看不见鱼刺，
且吞咽时会有明显刺痛，刺痛持续固定在一个部位，那很可能是咽喉部甚至食道上扎了鱼刺，这种情
况一定要去急诊。除了卡鱼刺之外的可能出现在身边的疾病，心肌梗、感冒、晕厥、肚子痛、胸痛、
半夜腰痛、吐血、破伤风、咖啡过量中毒、脱臼、毒虫、玻璃渣子、冻伤、溺水、焦虑、失眠、过劳
死、慢性病、传染病等，王老师也是用简单的方法，教你如何快速自救。看完，我觉得医生其实真不
容易，不禁为上次去医院排队挂号3小时才得到医生的诊断，结果仅仅开了点眼药水给我回家，让我
活生生的捱住那反反复复折腾我闭下眼睛都疼得麦粒肿，心里对此骤生颇多怨言的这种行为的我惭愧
。大家都忘了，医生也是人，他也会累的。里面还有个信息我替我妈妈记着，回头告诉她去。就是关
于油烟和肺癌关系的。妈妈是家庭主妇，基本全年在家都要做饭，所以这个方面显得极为重要，因为
我希望她能健健康康的活着。1.油倒进锅里不要等太久再放菜进去，因为当油冒很多烟的时候苯并芘
就被释放出来了，它是致癌的，所以要尽量在半分钟左右就把菜放进去炒。2.厨房要通风。3.油烟机不
要太高，保持和灶台70-90厘米的距离比较好，这样油烟机可以发挥最大功效。4.炒菜开始就要打开油

Page 8



《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烟机，炒菜结束后再开10分钟油烟机，把残余的油烟消除干净。书中那些面对关键时刻，自救的方法
，掌握了，真的是利己，何乐不为呢？
3、看这本书纯属是个意外，当天到家之后，因为前一阵子电梯频繁发生事故，再加上有一个新闻说
，有个女孩子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掳走，我以为这书是教人防狼，以及在一些意外中怎么最大限度的
保护自己的。其实，这也就说明了其实我并不认识王成钢。说起来，他还算是我老乡呢。几天前，听
朋友说要做关于医疗、保健的节目，我竟然脱口而出，《我是大医生》嘛，大家立刻对我刮目相看，
没想到这年头，我这个岁数的还会看电视，而且还会看老头老太心水的节目，都一致认为我“涉猎”
极广——这是后话了。我边看孩子变略几眼这本书，看了几眼之后觉得有点意思，后来就把这书看完
了，这几乎成了我看孩子走神的标配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王大帅哥写的书，干货极多，但是重复率
超高，每一个小章节后面的“大医生 小讲堂”几乎就是正文的一部分，连用词、标点符号都基本不改
，所以如果你看了正文，这部分可以略去不看；如果你没有看正文，其实直接看这部分，一点不影响
阅读，既然凑字数的不再少数，可读部分也就缩水狠多；另外，文中插诨打科的多的数不胜数，想想
也是啦，一个能在面试的时候说出“没有潜规则我就走啦”的男人，肯定就是一赵医生（《欢乐颂》
你们都懂吧）翻版，自己写书也严肃不起来啊。综上所述，这书特别好看，是特别容易阅读的那种。
如果你没有时间，其实看看目录，基本内容就了然于心了，等到有需求的时候现翻书就行。说了这么
多，总结起来，这其实是一本用调侃的语句吸引读者的干货书，应该会深受中老年妇女们的欢迎。介
于王帅哥已经结婚（书中写到自己老婆）所以写书应该吸粉的作用不大，这个电视节目我也没看过，
应该还是挺能吸引人，因为感觉作者本人不做医生的业余时间基本上是个逗逼。这种书现在很受欢迎
，虽然说真心话，作者文笔实在不咋地，但是在这个干货横行的年代，人们仓廪实也开始关注养生保
健，医生写本书告诉你一些急救tips不比那种教你生吃茄子来得更靠谱？而且这书名也实在，基本上概
括了书里的内容，不像那些《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听起来就危言耸听犯恶心。另外，王帅哥为了写
这本书也真是够拼。好几次都差点死了，什么中暑了差点死了中毒了差点死了，身边也尽是为了这本
书差点死了进急诊的各位朋友，你有什么理由不去支持这位为了让你明白自我急诊重要性，各种“差
点死”的作者呢？家中常备，别当小说看，当一本常识看，有用，收了吧。
4、最近很火的欢乐颂里有个帅到不行的赵医生，也是医学博士，也是话语之间这么俏皮，以致于看
整本书的时候我总是不自觉脑袋里浮现出他的样子，赏心悦目啊。再说这本书，看封面，看名字，肯
定以为是一本浅显医学知识科普，里面配几张图才能勉强得个不枯燥，那就错了！我翻开这本书开始
看，不知不觉看到第七页我才反应过来，我看的不是小说，是科普小文啊！！！然而我并没有感到一
丝丝的读不下去，反而是觉得言语之间很有意思，在欢乐的同时还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的道理，这
个这么严重可怕啊。就像读一本小说一样，洋洋洒洒就看完了整本书，还用笔勾勾画画，以后这里需
要注意再看一遍等等，不得不说，是本好书。再讲内容里我感触颇深的几点。我不知道作者的博士姐
姐为啥孩子那么大了却不太具备小儿医学常识，就我及我周围的宝妈们来说，发烧38.5度以下只需要
物理降温处理，上了39度就需要喂一点家中常备小儿发烧药：对乙酰氨基酚滴剂、美林，再不退烧就
只能送医院了，常见的几种感冒药分别治什么都一清二楚，而且也知道发烧是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
是人体免疫系统正常工作，不需要太担心。不过最近又增加了一点，孩子发低烧也不可太大意，因为
有可能是中耳炎、喉咙发炎等等，所以低烧结束后孩子反应比较焦躁应该去医院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
地方发炎了，发炎的地方会引发人体的保护机制，人体啊就是这么聪明，知道靠发烧来杀死那些炎症
。以前进医院医生首先二话不说开个单子，去查血。大家都有点反感，动不动就查血，就是想收钱。
现在明白了，生病有两种可能，病毒和细菌。两种是不同的类型，必须查清楚才能更好的治疗。所以
我现在都坦然面对，查血是正常程序。还有就是总是不安的问，可以不输液吗？输液一般来说就是输
抗生素，都明白，比起吃抗生素和打抗生素，这个效果更快也更有效。孩子们进医院都是这样的对话
。家长：医生，又要输液啊？可以不输液吗？医生已经被问烦了这样的问题，也只能安静的说，我比
你更懂，我知道输液好不好！另外就是吃鱼的危险，真的很实用呀，以前那些土方法都是错误的方法
。还有鱼胆中毒，动物内脏的毒性，宠物身上的危险，骨折后的处理办法，云南白药的正确实用方法
，咖啡豆浆喝中毒的可能，这些都是生活中时时可能会发生的危险，看完这本书，我觉得可以解决生
活中的很多问题，更重要的是能预防这些问题。最后我看到评论里有说文笔不咋地的，虽然别人的言
论我不能干涉，但是我想我还是可以为诙谐幽默的王医生辩驳几句的。这本书首先就不是上文学架的
，自然你就不要拿评判一个文学作品的标准去评判他。我觉得实用性才是这本书应该看的重点。再就
是说内容重复啰嗦的，我觉得后面是总结，是再一次提醒，看完故事性的内容，再看看总结，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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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的？这个世界大了，实在是各花各入眼啊。所以现在二胎政策开放以后有些人虽然受尽了带孩子
的苦，要知道现在的孩子都是宝，家家父母都变成了小半个儿科医生，还是跃跃欲试二胎，因为积累
了这么多知识，对于下一个孩子到来后可能有的感冒发烧等症状已经能驾轻就熟的处理，我想这也是
这本书希望我们看完后能有的收获，就是对书中提及过的各种症状能在日常生活中从容面对。
5、家人生病的时候，是最容易着急的时候。但着急的急，和医院里急诊的急，并不是一回事。要想
发生身体状况时从容淡定，就得平时做好知识储备。老人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就是高血压和心梗，《关
键时刻，命该怎么救》这本书详细的介绍了两种常见病的处理预案。“急性心梗，赢的是时间”“到
达医院90分钟内是最佳治疗时机”，这些都是给患者家属救命的提醒；高血压患者，头晕是第一症状
。让家有心脏病老人的我读完之后，就算对这两种病知之甚少，起码也能知道万一发生紧急情况，怎
么样做才能最大程度的帮助到病人。不光是老人，还有成人日常的急诊提醒。有天我未来得及预约门
诊号在犹豫要不要拖到第二天，我办公室里好几个同事居然都说，去挂急诊就好了呀。可见，还是有
很多人不明白，急诊的意义。从道德的层面讲，没什么重要情况去急诊，属于是浪费真正需要急诊患
者的救命资源；从自身来讲，正如书中所说，“急诊是病菌最多的地方，能避则避。”尤其是家里如
果是小孩半夜发烧，有很多家长往往是关心则乱，大半夜折腾孩子去医院挂急诊。这样不但大人孩子
受罪，其实还增加了交叉感染的风险。书中说：“孩子发热先观察，别着急着送医院”，并且详细的
介绍了什么样的情况才需要去医院。不仅是病了不要乱投医，也需要在平时的生活中多加注意。“吃
得不对，吃货也成‘吃货’”，作者详细的讲了小鱼刺的大隐患，当海鲜不再新鲜，注意食物变质等
等。苦口婆心事无巨细的娓娓道来，让我一度怀疑这本书的作者是中年妇女。（其实不是，是个颜值
很高的天杀的帅哥）仔细想想，要想不去急诊，少去急诊，的确是应该从根源上加以预防。除了病从
口入以外，还有被宠物咬伤，烧伤，以及小伤口破伤风等外伤的问题。再次感叹，简直是一本急诊知
识科普大百科。也由衷对医生，尤其是急诊医生产生更高的敬意。以前对急诊医生的印象仅限于港剧
里面左右开弓的给病人电击（专业术语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像熨斗一样的东西），现在看了这本书
，才对急诊五花八门的内容有了简单了解，急诊医生也果然是飞机中的战斗机。要想急诊时不急，平
时还是要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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