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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危险的性质和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随着没有接触过的新生事物的层出不穷，人们从来没有面对过的危险

也随之出现，这就给青少年自救安全提出了新的要求。

安全问题时刻与我们相伴，我们很难预知其发生的时间、地点以

及具体情况，但是我们可以在平时就多了解一下安全知识，这样在危

险发生之时我们也就能够从容应对，将损失降到最低。

只有青少年能够认知这些新生事物以及新发现的事物带来的危险，

了解这些新生事物以及新发现的事物的结构原理，才能够更好地保护

自己，帮助他人。

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原来的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各种危险中

总结经验来保护自己，今天的我们自然也可以根据今天事物发展变化

的方向对将要产生的危险有预见性地防护。这便是本书出版刊行的着

力点，希望能够通过本书对各种自救安全知识和经验的介绍，结合社

会发展的需要，为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安全提供更多的保障，为安全教

育做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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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所面临的环境也发生着改变，但是“居安

思危”的意识我们应该一直保持。在危险还没到来之前，我们就应该

掌握一些应急措施，只有这样我们才会临危不惧，才能够在危急时刻

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也能够帮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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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是大自然的宠儿，是地球母亲的骄子，人类和高山之间也有着浓

厚的感情。高山上的冰川是地球江河之源，山中的宝藏是人类生存的物

质财富，高山豁达的胸怀、高峻雄伟的气魄一直启迪着人类，催人奋进。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一个习俗，那就是重九登高。这不但有利于

我们的身体健康，而且能够陶冶人的情操，锻炼人们克服苦难的毅力。

到了今天，这种文化一直被人们传承，而登山也成了人们比较钟爱的

健身活动之一。

登山是一项有益于身体健康的活动，特别是对于常年生活在城市

里的人，有非常大的好处。它可以改善体内血液循环和消化器官的功

能。并且，登山对于人体能量的消耗非常大，对减肥很有帮助。

登山是需要勇气的，娱乐的同时还隐藏着危险。它不仅能够全面

锻炼人的体格，培养人的机智、勇敢、毅力、吃苦耐劳和集体主义精

神，还可以让人扩大眼界，增长知识，让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征服一

座高峰是一个登山者的愿望，也是一种自我挑战，它给予人们很多精

神财富。

登山旅游常识

1．在登山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安全问题。有很多登山爱好

者经验不足，不熟悉路线，所以千万不可单独行动，一定要听从导游

第一节 登山旅游安全必备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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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挥和安排。

2．在出发之前，要详细了解旅游线路，充分了解交通状况，切不

可盲目行动。进入山区以后一定要注意塌方落石和路肩塌陷，自行开

车进山旅游要事先做好车辆的保养，并且留意旅途沿线的加油站、修

理厂、医院等位置。

3．由于山上所卖的物品比较贵，所以在登山之前，一定要准备一

些点心和饮料，还要注意气象预报，适当增减衣物。山上的气候多变，

在登山时，最好携带雨具，以免被雨淋湿。另外，最好不要用雨伞，

而是用雨披，山上的风很大，用雨伞遮雨，容易被大风连人带伞兜跑，

还容易遭受雷击。雪天在山上行走时要小心滑倒。

4．在登山之前，要对自己身体状况进行了解，如果有高山反应或

者身体不适的情况，尽量不要登山，不要逞一时之能而对自己的身体

造成伤害。

5．在登山的过程中，要小

心走路，千万不可东张西望、互

相打闹，要做到观景不走路、走

路不观景。照相的时候还要特别

注意安全，要选择可以保证安全

的地点和角度，如果岩石有风化

迹象，千万不可靠近。

6．山上的气候要比山下低

很多，山上房间里比较阴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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