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灾避险安全生活一点通》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防灾避险安全生活一点通》

13位ISBN编号：9787538177367

10位ISBN编号：7538177361

出版时间：2012-12

出版社：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作者：颜俊 编

页数：20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防灾避险安全生活一点通》

前言

　　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难以预料的社会安全事件，触目惊心的食品安全问题，防不胜防的家庭事
故，百年不遇的异常天气⋯⋯　　您觉得自己安全吗；现代社会中，人们可能遭遇到各类人身意外、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和饮食安全事件等。针对这些突如其来的事故，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
应对方法，方能脱离险境、保护自己。　　本书集合了各界专家学者，全面介绍了有关个人防护与应
急的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防护与应急必备的常识以及日常生活中应备的应急物品，一旦发生意
外灾害，可以更好地进行自救与互救。　　二是饮食安全，告诉人们如何防止食物中毒，如何吃才能
健康安全。　　三是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应对，如面对诈骗、抢劫、挟持等事件时的基本应对方略。　
　四是常见的个人危机状况应急对策，如溺水、触电、中暑、烫伤、烧伤与冻伤的应急处理等。　　
五是如何冷静地面对自然灾害，如地震、海啸、泥石流、台风、暴雨来临时，不再束手无策。　　六
是学会生活中常见的事故灾难应急处理，如电梯故障、火灾、家庭装修污染事故、交通事故、爆炸事
故等。　　通过本书，人们可以学习各类安全知识，认识各种预警信号，了解事故应对措施，懂得必
要的急救、避险常识，从而在危害来临时更好地自救和救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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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防灾避险安全生活一点通》内容简介：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能会遭遇到各类安全事故，而这些突
如其来的事故往往会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因此，人们在事故发生前做到有效预防，在事故发生时，做
到临危不乱，在事故发生后，做到妥善处置，方能远离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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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颜俊，探矿（安全）工程高级工程师（教授级），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多年来一直从事基础工
程、岩土（钻掘）工程、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勘察、水工环地质等专业的设计、施工和管理工作，尤
其在基础工程、岩土（钻掘）工程、地质灾害防治和安全管理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多年来发表论文20
多篇，发明专利3项，获省部级优秀勘察工程奖7项，主持完成各类工程项目30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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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事故
水管爆裂事故
装修污染事故
危险化学品事故
施工事故
第五章 公共卫生事件
农药中毒
登革热
流行性感冒
禽流感
狂犬病
病毒性肝炎
红眼病
肺结核
艾滋病
第六章社会安全事件
抢劫
盗窃
诈骗
绑架
强奸
恐怖袭击
踩踏事故
游乐设施事故
球场骚乱事件
公共场所险情
第七章食品安全
食物中毒
正确看待食品添加剂
学会看食品标签
食品中常见的隐形“杀手”
怎样选购和保存面粉
怎样鉴别“染色馒头”
腐竹挑选也有学问
识别黑木耳的好劣
怎样选购大米
如何选购放心肉
怎样鉴別伪劣肉
日常水果慎防吃了中“毒”
如何识别桶装水
月饼选购及食用指南
了解食品安全常识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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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随着急救自救医疗知识的普及，很多老百姓对于灾害自救会有一定的了解，但是
往往也会存在着一些认识及操作上的误区，在地震灾害自救时应严格避免。 1.头部外伤仰起头或堵住
容易导致颅内压升高，加重颅内损伤 头部外伤（颅脑损伤）出现的耳漏鼻漏忌堵塞，地震对人体的伤
害主要有建筑物坍塌引起人体机械性外力伤害、掩埋窒息性损伤、震后水电火气等引起的次生伤害三
个方面。震中由于打、砸、弹击、撞、撕拉、震动、挤压、碰跌等方式很容易引起颅脑损伤，颅骨骨
折经耳朵和鼻子流出脑脊液，此时不少人习惯性的做法是仰起头或堵住，这样做很容易导致颅内压升
高，加重颅内损伤，并且回流液体也容易导致严重的颅内感染。 2.胸部有锐利物刺入忌拔 震中建筑物
坍塌很容易导致锐利的器物刺入人体胸部，此时，很多伤者习惯性的动作是顺手将锐器拔出。要注意
，这是非常错误的做法。原因有两点：首先，在没有救护措施时突然拔出器物很容易造成血管破裂，
大量出血，危及生命。其次，大气在拔出锐器的瞬间很容易进入负压胸膜腔，造成气胸，引发纵隔摆
动，挤压心脏而停跳。正确的做法先用手稳固住插入物，也可简单用布条（紧急情况时可用衣服等代
替）轻轻束缚住锐器刺入部位，避免剧烈活动，等待或寻求救援。 3.肠子外露不能往回塞 肚皮是人体
上很薄很脆弱的部位，一旦在震中受伤，很容易造成肚皮被刺破使肠子脱出。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人
的下意识动作是用手托住脱出的肠子往肚腔里塞，这也是十分错误的做法。原因有三点：①脱出肠子
很容易被感染，在没有医疗条件的情况下，自己往回塞很容易导致严重的腹腔感染；②盲目地回塞肠
子时，容易使肠子扭塞，导致机械性肠梗阻；③脱落出的肠子很可能已经被刺破，回塞容易导致一些
粪便等脏物透过肠壁溢出，导致严重腹膜炎。 4.近肢端动脉出血绑扎点忌就近 地震中如果造成手臂部
或小腿部近肢端（也就是靠近手、脚的踝部）动脉出血，在绑扎时，要注意不能在出血点就近部位缚
扎，应选择过膝、过肘的绑扎点。因为相应大血管穿行于尺桡骨和胫腓骨之间，不利于止血且易伤及
相关神经（桡神经）。 5.皮肤破损出血切忌用泥土糊 民间有种说法，对于皮肤破损出血的情况拿泥土
糊上去可消炎止血。这其实是一个误区。泥土中含有一种厌氧菌——破伤风杆菌，用这种方法不仅起
不到消毒止血的功效，还很容易导致破伤风，重者致命。 6.骨折后（被砸后）肢体切忌“轻举妄动” 
震中倘若遇到被砸的情况，首先要考虑骨折的可能性。那么在自救的过程中，要避免被砸部位的活动
，防止骨折断端受到二次伤害，加重血管和神经的严重损伤。可因地制宜，找两个小木棍之类的东西
越过关节夹住骨折部位，再用绳或布条缠绕，以远端指趾不麻木为宜，就会起到良好的固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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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防灾避险安全生活一点通》以科学实用、简单易懂为原则，从各类人身意外、自然灾害、事故灾难
、社会安全和饮食安全等方面着手，将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故以简明、通俗的语言，直观、丰富的图片
呈现给广大读者。通过《防灾避险安全生活一点通》，人们可以学习各类安全知识，认识各种预警信
号，了解事故应对措施，懂得必要的急救、避险常识，以提高应对灾害和伤害的自救能力，从而更健
康、安全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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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了一遍，受益颇，多值得购买~
2、很多不知道的安全知识,都有写.简直是给自己补了一堂安全课.给孩子也有安全知识的普通意义.推
荐
3、书很实用呀，有点忧患意识永不为过
4、细细看了，关于生活中很多安全细节的内容，学到了不少安全相关知识。有益于生命生存的一本
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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