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运动创伤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运动创伤学>>

13位ISBN编号：9787509150771

10位ISBN编号：7509150779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人民军医出版社

作者：王予彬，王人卫，陈佩杰　主编

页数：24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运动创伤学>>

内容概要

　　本书由上海同济大学与上海体育学院专家王予彬、王人卫、陈佩杰合作编写，第1版出版后受到
很多医学院校和体育院校好评，并陆续被选为相关学科教材。
本次修订，在保持了原有结构和编写特色的基础上，更加系统地对各类运动创伤及其预防、运动创伤
的生物学基础（人体结构、生理功能与病理变化）、运动创伤的诊断原则及治疗技术进行了介绍，并
重点介绍了四肢和脊柱各种运动创伤的诊治及其预防。
《运动创伤学(第2版)》可作为体育、师范及医学院校本科和研究生教材，也可供体育工作者（运动员
、教练、队医），骨科、康复科、运动医学医师等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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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四）训练、竞赛组织不当训练、竞赛组织不当导致损伤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如下内容
。
1.缺乏医务监督，或运动员、教练员不重视医生的意见，带病或过度疲劳训练和参加比赛。
2.违背训练原则。
3.缺乏必要的保护，常见的情况是教练员保护方法不当或未给予保护，脱保过早，运动员在训练或比
赛前未做好必要的保护措施，如保护用具欠缺或不重视采用等。
4.竞赛组织安排不当，如竞赛日期临时改变，比赛路线的选择或项目次序安排不当。
5.场地器材、保护服装的损坏或不符合卫生要求，如田径场地不平、太硬，沙坑木沿太高，单杠固定
不牢固，摩托车、汽车、冰球比赛时保护用具的损坏等都可以引起运动方面的损伤。
（五）运动竞技状态不良运动员疲劳、患病、病后康复阶段、手部胼胝以及心理状态不佳等都可以导
致损伤。
尤其是运动员疲劳或过度疲劳时，其力量、精确度和共济功能均显著下降，警觉性和注意力减退，机
体反应力迟钝。
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导致运动技术上的错误或创伤。
为了防止创伤的发生，必须禁止剧烈运动后，接着进行技术复杂和要求精确的动作，并应禁止缺乏锻
炼的人参加高度紧张的运动竞赛和各种体能测验，还应正确制订训练计划与比赛日程。
在单杠、体操和击剑运动中，常常因手掌出汗过多或胼胝而发生创伤，预防主要靠平时对手掌的保护
。
心理因素（如“心神不定、精神紧张”）有时会出现在缺乏训练或训练有素的运动员身上，这样就难
免会有创伤的发生。
为了消除这种情况，可采用抑制性的准备活动及按摩的方法。
运动员心情不好，情绪不高；好表现自己，好奇心大，好胜心强，忘乎所以，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可能
性，盲目或冒失地进行运动，也易发生损伤。
（六）气候因素不佳光线不足，气温过高或过低，雨雪后地面湿滑等原因，都可能引起损伤。
在气温过高时运动，可能会发生中暑，气温过低有可能发生冻伤。
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才能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例如，在寒冷和潮湿的气候里，肌肉的活动能力、弹性和机械耐力大大降低，这样就很易发生肌肉韧
带的损伤。
像冬季在滑雪、滑冰等运动中常出现冻伤，加上潮湿和寒风冻伤的机会则更多。
因此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减少气候因素所导致的运动创伤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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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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