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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方法和步骤，以及现场急救必备物品及应急代用品的使

用方法。

本书分为四章，即触电基本知识、触电急救、意外伤害急

救基本知识、常见意外伤害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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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用电， 以防为主。 根据常见触电事故及各种意外伤害事故
现场急救实践， 及时科学地进行现场急救， 不仅可以阻止伤员伤势
的发展， 而且还能减少各种后遗症的发生。 因此， 对广大电工及城
镇居民普及触电事故及各种意外伤害事故现场急救常识， 对于挽救
触电人员及各种意外伤害人员的生命和健康， 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果现场抢救行动迟缓， 方法措施不当， 甚至不作任何处理只
是等待或转运， 往往会贻误最宝贵的急救时机， 常常会造成不堪设
想的后果， 以致留下终生遗憾。 比如， 对于心跳、 呼吸骤停的伤
员， 如果不及时进行心肺复苏， 伤员将很快死亡； 对于外伤出血的
伤员， 如果不进行及时有效的止血处理， 有可能造成出血性休克或
死亡； 对于颈椎、 脊柱骨折的伤员， 如果搬运不当， 可造成其高位
截瘫。 正因为如此， 有必要大力普及现场急救知识， 这不仅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着抢救的成功率， 而且是保障人民生命安全， 提高公民
素质， 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有效途径， 也是传承中华民族
团结互助、 助人为乐道德风尚的重要手段。

本书依据 《电力行业紧急救护工作规范 》 的规定， 结合实施现
场急救的实际情况， 介绍了触电基本知识、 触电急救的原则及方
法， 意外伤害急救的步骤和方法； 同时介绍了烧伤、 溺水、 扭伤、

动物咬伤、 蜜蜂蜇伤、 毒虫咬伤、 冻伤、 中暑、 车祸、 眼鼻耳异物
进入等常见意外伤害事故的急救方法。 书中还对现场急救必备物品
及应急代用品的使用方法进行了简要说明。

本着 “施救操作方法简便、 尽量能够就地取材 ” 的编写指导思
想， 书中对医学专业术语进行了恰当的变通处理， 尽量采用大家习
惯的说法。 本书介绍的急救方法， 大多数是普通老百姓比较熟悉的，



而且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比较容易学习和掌握。 作为科普读物，

本书在介绍急救常识时， 没有像专业医学急救书籍上介绍的那么全
面， 但实践证明这些方法在现场急救中是比较实用的。

本书分为四章， 前两章主要介绍了触电基本知识和触电急救基
本技能， 后两章主要介绍了意外受伤急救基本知识、 现场伤害急救
基本技能和常见意外伤害急救知识。 本书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 突
出急救方法和技巧这个重点， 在写作上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 图文
并茂， 生动形象， 老少皆宜。 本书适合于广大电工和城镇居民阅
读， 也可作为中、 小学生的课外读物。

本书由杨清德、 杨兰云编著， 皮超、 任成明、 周万平、 陈凤
君、 兰晓军、 龚万梅、 李春玲、 王建川、 杨松、 李建芬、 谭海波、

谭光明等老师参加了本书的编写工作。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重庆
市垫江县第一职业中学、 重庆冉家坝医院、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医院
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特别是重庆冉家坝医院赖桂华院长、 杨
国仕院长带领医学专家小组对书稿的内容进行了三次增删、 改动，

陈芳烈老师对本书的编写给予了宝贵的建议和指导， 对本书的完善
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 书中难免有不妥或错误之处， 敬请读者批
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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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电看不见摸不着却

会伤人呢？

我们知道， 电是一种看不见、 摸不着而又不能摸的能量。 那
么， 为什么触电会给人们带来严重的伤害， 甚至置人于死地呢？ 原
来， 电作为一种重要的能量形式， 其电流对人体具有很大的危害
性。 其危害程度与电流流过人体的路径、 持续时间的长短， 以及电
流的大小有关。 一般来说， 通过人体的电流越大， 对人的生命威胁
也越大， 而电流通过人体的持续时间越长， 危险性也越大。 这是因
为流经人体电流会迅速扰乱心脏的跳动， 使维持生命的血液无法有
规律地循环流动， 直至心脏停止跳动。

电可对人体构成多种伤害。 例如， 当电流通过人体时， 电流对
人体产生电击； 而且电能转换为热能作用于人体， 可以使人体受到
烧伤或灼伤； 另外， 人体在电磁波辐射的作用下， 吸收电磁场的能
量也会使人体的一些部位受到伤害。 在诸多伤害当中， 电流通过人
体是导致人身伤亡的最基本原因。 在生活当中， 当人体不慎触及带
电体时， 或者在带电体与人体之间闪击放电时， 电流会通过人体与
大地或其他导体形成回路， 我们把这种情况叫做触电。

· 电是看不见、摸不着又不能摸的能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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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 触电是指电流流过人体时对人体产生的生理和病态
伤害。 人体触电时， 流过人体的电流大小 （当接触电压一定时 ） 是
由人体的电阻值决定的， 人体电阻越小， 流过人体的电流就越大，

因此也就越危险。 在接触电气设备时， 千万不能凭眼睛判断电线和
设备是否带电。 也不能凭经验主观判定是否带电。 科学的方法是使
用验电笔来检查有无电流。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 要立即切断电源。

无法切断电源时， 不能直接用手去拉救， 要用木棍使人和带电体脱
离， 并采取紧急抢救措施。

 人体触及带电体，电流伤人无商量；

电流越大越危险，时间一长生命亡。

不凭眼看有无电，也不凭着经验判；

大家用电要留意，电是一把双刃剑。

家庭用电十不要

① 不要超负荷用电。如用电负荷超过规定容量，应到供电部门申请

增容。② 不要贪便宜购买假冒伪劣电器、电线、线槽 （管 ）、开关、插

头、插座等。③ 不要请无资质的装修队及人员敷设电线和接装用电设

备。■ 不要随意将三眼插头改为两眼插头。⑤ 不要任意加粗熔丝，严禁

用铜丝、铁丝、铝丝代替熔丝。⑥ 不要用湿手、湿布擦带电的灯头、开

关和插座等。⑦ 不要在非专用插座上使用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⑧ 不

要将晒衣竿搁在电线上。⑨ 不要乱拉乱接电线。⑩ 不要私设防盗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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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电伤和电击？

一般来说， 电流对人体的伤害作用主要有两种形式： 电击和电
伤。 但从许多触电事故来看， 这两种形式的伤害有时会同时存在。

所谓电击， 是指电流通过人体内部， 破坏人的心脏、 神经系统
和肺部的正常工作而造成的伤害。 人体触及带电的导线、 漏电设备
的外壳或其他带电体， 以及雷击或电容放电等都有可能导致电击。

所谓电伤， 是指电流的热效应、 化学效应或机械效应引起的对人体
的局部伤害， 包括电弧烧伤、 烫伤、 电烙印、 皮肤金属化、 电气机
械性伤害、 电光眼等不同形式的伤害。

相对而言， 低压电发生电伤的概率要少些； 高压电由于能量
高， 击穿能力强， 发生电伤事故的概率要大得多。

        · 电击        · 电伤

电击和电伤都会引起人体的一系列生理反应。 电流通过人体会
引起麻木感、 针刺感、 压迫感、 打击感、 痉挛、 疼痛、 呼吸困难、

血压升高、 昏迷、 心律不齐、 心室颤动等症状。 同时， 电流通过人
体还有热作用。 电流在经过的血管、 神经系统、 心脏、 大脑等器官
时， 可使这些器官的热量增加而导致功能障碍。 此外， 电流通过人
体， 还会引起肌体内液体物质发生离解、 分解， 从而对人体造成
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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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无论是电击还是电伤， 都会危害身体健康， 甚至会危及
生命。 为了防止电击和电伤事故的发生， 家用电源设备 （导线、 闸
刀开关、 漏电保护器、 插头、 插座 ） 都要选用正规厂家生产的， 并
经技术质检合格的产品， 不能图便宜买假冒劣质产品。 使用电饭锅
（煲 ）、 电磁炉、 电冰箱、 热水器、 洗衣机、 饮水机、 电风扇等电
器， 一定要安装接地线。

 触电伤害有两种，就是电击和电伤。

认真分辨常思量，才好对症来治伤。

· 宣传用电常识，防止触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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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重的触电为什么会致人死亡？

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有其特殊性， 与其他一些伤害不同的是它没
有任何预兆。 触电伤害往往发生在瞬息之间， 并且人体一旦遭受电
击， 其防卫能力就会迅速降低。 电流伤害的这两个特点都增加了其
危险性。

通过人体的电流越大， 人体的生理反应就越明显， 引起心室颤
动所需的时间就越短， 致命的危险也就越大。 对于工频交流电来
说， 按照通过人体的电流大小的不同， 可将电流划分为感知电流、

摆脱电流和致命电流三个等级 （见下表 ）。

通过人体电流大小 （毫安 ）与人体伤害程度的关系

名称 概  念 成年男性 成年女性

感知

电流

 引起人感觉的最小电流，此时人的

感觉是轻微麻抖和刺痛

工频 1．1 0．7

直流 5．2 3．5

摆脱

电流

 人触电后能自主摆脱电源的最大电

流。此时发热、刺痛的感觉增强。电

流大到一定程度时，触电者将因肌肉

收缩，发生痉挛而紧抓带电体，不能

自行摆脱带电体

工频 16 10．5

直流 76 51

致命

电流
 在较短时间内危及生命的电流

工频 30～50

直流
1300 （0．3秒 ）、

50 （3秒 ）

触电的危险程度与通过人体的电压、 电流、 作用时间的长短、

频率的高低、 电流通过人体的途径、 触电者的体质状况和人体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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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等因素有关。 电击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 大多是由于电流引起心
室颤动造成的， 而引起心室颤动的电流与通电时间的长短有关。 一
般来说， 当通电时间由数秒到数分钟时， 通过电流达 30～50毫安
时即可引起心室颤动。

为了防止触电事故的发生， 在使用各种电器时， 一定要认真阅
读说明书， 熟悉安全使用方法。 在居家铺设暗线时， 一定要加绝缘
套管， 不能直接埋在墙中或地板砖下面。 配电箱要注意安装漏电保
护器。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 应按照本书后续部分介绍的方法及时开
展急救工作。

 没有预兆没准备，发生触电一瞬间。

触电电流分三类，一毫电流能感知，

摆脱电流为多少，一十六毫能摆脱。

致命电流为多少，五十毫上生命危；

电击导致心室颤，持续数秒心停跳。

· 感知电流  · 摆脱电流    · 致命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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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什么交流电触电比直流

电触电更危险？

交流电对人体的伤害作用要比直流电大， 并且不同频率的交流
电对人体的影响也不相同。 人体对工频交流电的敏感性要比直流电
强得多， 比如接触直流电时， 其强度达 250毫安有时也不引起特殊
的损伤， 而接触50赫兹交流电， 只要有 50毫安的电流通过人体，

持续数十秒便可引起心室的纤维性颤动， 甚至有可能导致死亡。 这
是为什么呢？

原来， 频率为28～300赫兹的交流电对人体的损害最大， 极易
引起心室纤维性颤动； 而20000赫兹以上的交流电对人体的影响比
较小， 还可用于理疗。 我国普遍使用 50赫兹的低频电流， 它比高
频电流的危险性更大， 更比相同电压、 相同电流的直流电危险3～5
倍。 不过， 无论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 电压越高， 电流强度越大，

对人的危险性就越大。

· 大小和方向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的电流

· 方向不作周期性变化的电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