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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航海医学》系统地介绍了CMOS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芯片设计技术，包括系统结构与组成，
以及基准电路、误差放大器、辅助电器等，对其中的设计关键技术，例如频率补偿、电源噪声抑制、
大信号响应等技术有详细的分析。
在电路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低功耗LDO、无片外电容LDO以及高电源噪声抑制LDO芯片的设计
方法，并有详细仿真与测试结果。

《航海医学》可作为集成电路设计、微电子、电子信息工程等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模
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的教材，也可供从事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的工程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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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1章绪论 航海是在一个特殊环境条件下的作业。
航海医学中所指的航海作业一词含义广泛，涉及在海上的各种作业，包括海洋运输（货运与客运）、
海洋渔业、海上石油与矿产等资源开采、海难救助与打捞（潜水等作业）、海上钻探、海上考古、科
学考察、军事航海与其他各种海上军事活动及其他海上作业等。
由于航海环境特殊，各种物理、化学、生物与社会环境因素并存，并相互影响，也使航海职业产生许
多独有的特点，同时带来许多特殊的医学问题。
因此，航海医学保障涉及人员众多，学科内容范围广泛。
 1.1航海医学定义 引用1997年由龚锦涵主编的《航海医学》一书的定义，即航海医学（nauticalmedicine
）是现代医学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医学科学和航海技术科学交叉渗透的一门独立而完整的医学边
缘学科，主要研究航海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特殊医学问题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因此，航海医学是医学科学在航海条件下的具体实践和应用。
航海医学在保证广大航海从业人员身心健康、改善航海作业环境条件、提高作业效率、完成各种航海
任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航海医学是航海事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受到航海业界的广泛重视。
 人类在从事航海或海上作业过程中，会在海洋、船舶和船员小群体三个方面，受到水上及水下各种环
境因素（包括各种物理、化学、生物、社会、心理及水文气象）单一或复合的影响。
航海医学就是研究在这些环境条件影响下，在水面、水下、船舶、港口、码头甚至在海岛等各类与航
海作业有关的从业人员机体出现的生理反应、生化改变、心理反应和病理变化；疾病的发生、发展、
流行与消灭的规律；研究适用于航海条件下的伤病防护、疾病诊断与救治措施；研究必要的药品和医
疗器材的配置；制订各种相关的卫生管理保障措施；建立船舶航行中的无线电及卫星通讯医疗救护网
络与远程医疗体系；调查研究航海医学地理信息，介绍并传播世界各海域和港口一系列与航海有关的
卫生、检疫等法规、规章制度和相应的国际法、法律、法医等专业知识。
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对航海作业中的船员提供医疗保健；制订相应的专用卫生学标准；
使一切航海人员能在航海过程中更好地适应环境，保持健康，最终得以安全而有效地完成各种航海作
业任务。
 进入21世纪后，海洋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已经到来，航海医学的发展，海上医疗条件的改善，使海员
的疾病谱以及危害健康的主要因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海洋开发的壮观前景，意味着海洋活动的类型、广度、深度和频率显著增加，海洋产业队伍进一步扩
大，无线电通信技术手段进一步提高，海上活动的机动性加强，现代化海洋工程技术、深海潜水作业
等迅速发展，都对航海医学的基础研究以及海上作业人员的健康保护和疾病的防治、救援提出了新的
更高的要求。
特别是船舶的现代化，导致单位船舶船员数量下降，船舶医师裁撤，对船员疾病的及时救治带来新的
问题。
同时，随着人类对海洋的过度开发，特别是我国，近海海域物种数量与种群大小急剧下降，并且对近
海海域造成严重污染，海洋环境问题十分突出，这对从事海洋捕捞、海产养殖的渔民甚至航海或其他
海上作业人员的健康带来新的威胁，成为航海医学着手研究的新课题。
 1.2海员职业特点 航海作业明显受到航海环境（nauticalenvironment）的影响与制约。
航海环境是一种特殊环境，包括船舶所处的海洋外环境与船舶内环境，船舶内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受海
洋外环境的影响。
总的来说，航海环境因素造成航海职业或海上作业与生活有许多独特的特点，特别需要航海医学工作
者格外关心航海作业人员尤其是海员的身心健康，并开展多方面的研究与协作，共同提高航海作业人
员的健康保障水平，保证海运或海上其他作业的正常进行。
关于海员的职业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远离陆岸 海员一踏上海船，出发航行，远离家乡
、与大陆分离的感觉油然而生。
海员在水天一色的大海上飘曳，少则几天，多则几个月甚至几年，由于自然环境变化多端，往往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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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伏。
 2.活动范围小 海员出海航行时的全部时间均在船舶这一狭小的天地里度过，较小的空间往往使人感觉
压抑。
 3.工作单调、生活枯燥 由于海员航海作业时，整天在船上工作、生活，不像在陆地上，工作地点、社
交场所和个人区域不能分开，并一成不变，角色得不到转换，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固定，作息时间表
刻板，生活环境和舱位不变，天天见面且不变的伙伴关系等，带来工作单调、生活枯燥的问题。
同时，船上的娱乐设施有限，船上工作人员量少，群体小，相互交流有限，导致海员生活枯燥乏味。
另外，船舶工作岗位没有女性，单一性别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也更加使得船员感觉到其在海上工作的单
调和生活的枯燥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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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航海医学》不仅可为航海医学相关专业学生所用，也可作为航海类院校各专业本专科学生的辅助教
材，同时对从事航海医学研究的人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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