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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45年，托马斯·库克成立世界上第一家旅行社，标志着世界旅游业的出现。
但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旅游业，则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美。
从那时至今，旅游从为少数上层阶层所能享受的活动发展到现今大众旅游和社会旅游时代，仅经历
了50多年的时间。
在这短短50多年的历程中，世界旅游业发展大大超出世界经济总体发展速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
之一。
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数字显示，2005年国际旅游人数首次突破8亿人次，全球平均增长率高达5．5％
；2006年国际旅游人数达到8．42亿万人次，同比增长4．5％，超出了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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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全书共分5篇17章，分别介绍了野外旅游探险考察的概念、源流、动态与意义；野外活动计划、物品、
装备与方式；野外生存的基本素质要求；天气识别与地图阅读；方向识别与迷失路径；野外宿营；寻
找水源与水的净化；觅食；取火技巧与野炊；野外卫生、急救与救援；突发事件的自救；不同环境的
、生存方式；野外生存自卫术；求救与营救；野外摄影与欣赏；探险时尚；民俗风情采风等内容。
每章都设置本章概要、关键性术语、章首案例、思考题、经验性训练、案例分析、本章推荐阅读书目
等栏目。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紧扣各章节内容的经典案例大大小小100个左右，能够帮助读者理解相关概念和内容
。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学校旅游管理专业教材和全校公选课教材，也可作为旅游风景区拓展训练的培训教
材，还可作为大众旅游、专业人员科考、探险、政府及民众对灾害性事件预防与应急处理、野生动植
物开发利用及相关业务人员和管理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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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些地方的气候多变，本身又比平原地区温度低一些，所以多带一些衣物是必需的，可以让我们经常
保持温暖、舒适、干燥。
如果天气变冷，可多加衣服来抵御寒冷或潮湿的气候。
一些山难发生的原因就在于穿的衣物不够或不合标准，造成了失温。
好的衣服透气、防晒，可以保证野外行走不致因过热、流汗过多而中暑或脱水。
打包时要注意收听目的地的气象预报。
（12）装包顺序把大的物品先装，重物置于下方。
常用的东西放在易取的侧包或腰包里。
易碎的东西用衣物或毛巾包裹。
2.1.4.5着装的学问着装要宽松而不松垮，实用、舒适耐用、美观，有时需要具有伪装性。
穿长衣裤，可防止皮肤被晒伤，被藤条或树枝、棘刺刮伤或被刺伤、蚊虫叮咬；戴有沿的遮阳帽可阻
挡暴晒，可防止藤条或树枝、棘刺刮伤或刺伤眼睛；在寒冷的地方或晚上，可穿上套头衫；戴上太阳
镜，可防止强光对眼睛的伤害，在雪山地区，可防止雪盲。
鞋袜大小要适当。
鞋太紧会阻碍脚部的血液循环，如果是冷天，令双足发冷，易使双足冻伤。
一定要合脚，感觉一下鞋子的缝线或折痕是否会使自己不舒服，是否有夹脚或磨脚的感觉。
合脚的鞋会紧紧固定住脚跟，脚趾却有比较足够的活动空间。
太紧或太松的鞋容易把脚磨出水泡。
鞋垫有时也很重要，会使脚部比较舒服，吸收掉一些湿气。
袜子的作用可使脚和鞋隔离，防止磨伤，又有吸湿功能。
冷的时候，可以采用穿两双袜子的办法保暖。
一般情况下，根据出外时间的长短，可多带几双袜子，因为下雨或下雪时，袜子往往会湿，要有可换
的袜子。
野外考察时，要采用绑腿，它的好处很多，一是可以防止小腿肚酸痛，能走较远的路；二是可防蛇虫
钻人裤腿；三是也有一定的防水功能；四是紧急情况下还可以当绳索用。
2.1.4.6野外旅游、探险、考察注意事项第一，要注意旅途安全，如陡坡、密林、悬崖、小径、急流、
深水、深洞、沙漠、戈壁、恶劣天气、歹人恶徒等。
有的人旅游时就是从悬崖上跌下致死的。
要尽量结伴而行，借用当地组织或政府的力量，可以较大程度地保证安全。
同时警惕上当受骗，千万不要因为几句好话、几句利益诱惑，轻易深交。
财不外露，不要让贼时刻惦记着你，因为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有的歹徒通过咋咋呼呼的办法，把人吓住，然后行劫。
此时，一是可以采用佯装不知的办法不理，只管前行；再就是怒目而视，一副大无畏的模样，好像就
是本地人，好像就是非常厉害的角色，使歹徒不敢轻易冒犯。
第二，一般情况下，对人要有礼貌，事事谦逊忍让，不要无事生非。
第三，爱护自然。
要有这样的思想，即野外就是大自然，是我们生存的环境，是人类的家园；爱护自然、爱护野外的一
草一木就是爱护人类自己。
美国的野外旅行推行“不留痕迹”的办法，实际上是推行良好的野外行为道德。
第四，“人乡随俗”。
每一地都有自己比较独特的文化习俗、饮食习惯、宗教信仰等。
一定要尊重当地的习俗，千万不能恶语伤人，不能无事生非、惹火烧身，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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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野外旅游探险考察教程》既可作为高等学校旅游管理专业教材和全校公选课教材，也可作为旅游风
景区拓展训练的培训教材，还可作为大众旅游、专业人员科考、探险、政府及民众对灾害性事件预防
与应急处理、野生动植物开发利用及相关业务人员和管理者的参考用书。
紧密结合房地产法、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和最新理论研究成果以房地产民事权利为主线，以房地产开发
、交易、服务、管理为逻辑结构课后案例启发读者思考，提高读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法学名师讲
堂”汇集中国顶尖法学学者联手撰写经典教材。
名师倾毕生所研精妙于一书，传道授业，引领学子进入法学世界自在修为，一册在手，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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