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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灾难医学》从流行病学人手，研究灾难中医学的介入和干预，涉及救援程序、要素、防疫、心
理、法律与道德等方面。
并在书中用大篇幅论述各种灾难的实例、特点、救治和善后、预防等。
本书适合各级政府领导及专业救援和医疗机构的管理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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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管理是减灾系统的龙头和中枢，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减灾科技发展和减灾能
力的提高。
以往的灾难管理工作，大多数国家比较注重灾难的监测与救灾工程的防治，而对其他环节一特别是减
灾管理科技支撑的研究非常薄弱，因此无论在部门管理还是在综合管理中，思维和体制传统、手段和
方法落后，已成为减灾发展的重要障碍。
 根据2009年5月国家颁布的《中国的减灾行动》白皮书提出的任务与要求，我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灾
难管理任务繁重。
国家灾难管理的目标是：建立比较完善的减灾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灾难监测预警、防灾备灾、
应急处置、灾难救助、恢复重建能力大幅提升，公民减灾意识和技能显著增强，人员伤亡和自然灾难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明显减少。
 灾难管理应对的事态是突发的、多样的和多变的，各种灾难突发的特点不同，管理工作的组织形式和
处理方法也不同。
在灾难事态的应急管理中，不能采取寻常状态下常规的、固定的、规范的理念、组织形式和保障方法
，只能在平时精心谋划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权宜应变管理方法。
灾难管理具有组织的灵活性、筹划的超前性、决策的实效性、控制的科学性和信息的主导性等特点。
一般来说，灾难发生之前、发生中和发生后都有明确的管理重点。
在组织实施灾难医学管理的过程中，各级卫生领导要把握好以下原则：统一领导，周密组织；依法管
理，密切协同；预防为主，充分准备；快速反应，灵活处置；以人为本，科学防治等。
灾难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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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灾难医学》由曹广文主编，旨在介绍灾难医学基本知识和发展现况，主要内容包括灾难医学概述、
灾难的风险评估、减灾计划、灾难救援基本要素和应急救援程序、灾后防疫、心理救援以及灾难救援
中的法律和道德问题等方面，并结合典型案例介绍各种灾难的发生规律和救援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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