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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某师在抗美援朝战争四次战役中各

团伤员率与师伤员率的比值

任 务 区 分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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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
战 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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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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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统计学的方法求出它们的平均数和标准

误
,

再用平均数加减 % 倍标准误的方法得出

担负不同任务的各部队伤员率和师伤员率的

比值范围
。

见表 ∗
。

根据表 ∗ 的比值和师的伤员率
,

很容易

算出担负不同任务的各部队的伤员率
。

现用此种方法把本文第一例全师各部队

伤员分布作一 计 算 +师 的伤 员 率 预 计 为

% ∋ , − ,

见表 (
。

表 ( 全师伤员分布预计

朽∃� 六巴八 �.#州合∃‘ ‘
∀

⋯
/
‘∀0八/�八曰团团队直备攻攻主预助师

率的统计
,

炮团伤员率与师伤员率的比值平

均为 ∋
∀

0 ,

标准误为 ∋
∀

∋ 1
。

由此可知
,

担负不同作战任务的各团伤

员率和师伤员率的比值虽然因不同次的战斗

而异
,

但总的看相差幅度不大 , 而且
,

只要

作战任务相同 +如都是担任主攻−
,

其伤员率

和师伤员率的比值与不同时期的战斗
、

不同

的参战部队关系均不大
。

这 样
,

我 们 就 可

单 位 参战人数
选用伤员
率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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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担负不同任务的各团伤员率与师份

员率的比值有一个幅度
,

这就可供我们结合

战役 +战斗− 的实际情况
,

参考既往经验具体

地灵活地计算
,

同时当出现误差时也便于进

行适当调整
,

这样预计伤员分布就能比较符

合实际情况
。

飞 行 人 员 空晕 病 00% 例 分析

空 军 总 医 院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田 振 明

于 国 丰

空晕病又名晕机病
,

是飞行人员中的常

见病
,

,

对飞行训练和战斗力均有不良影响
,

发病率和停飞率较高
。

现将飞行人员空晕病

, 招 俄资料分析如下
,

供防治研究参考
。

一 般 资 料

一
、

性别
:

男 0∋ 4 名
,

女 ) 名
。

二
、

年肋
:
见表 0

。

)∋ 岁以下者最多见
,

占2 %
∀

0哪
。

表 0 0 0% 例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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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飞行时间
%

见表 &
。

在 ∋!! 小时 以

下者 (  人 )占 ( !
∃

∗形+
。

衰 & � �& 例的飞行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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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飞行 种 类
: 飞 歼 击 机 &4 人 + 占

曦)
∀

1 ∗ , −
,

飞教练机 % 0 人 +占 02
∀

1 ∗男 −
,

飞

轰炸机 % 0 人 +占 02
∀

1 ∗形−
,

飞运输 机 % 0 人

+ 占 02
∀

1 ∗形−
。

五
、

职别
: 0 0% 例中

,

飞行员 ∗2 人 + 占

乓0
·

2形−
,

飞行学员 0 ( 人 +占 0&
·

% , −
,

领航

员 0% 人 + 占 0∋
∀

1 , −
,

通 讯 员 Α 人 + 占

1
∀

0 , −
,

飞行教员 1 人 +占 (
∀

) , −
,

射击 员

1 人 +占 (
∀

), −
,

机械员 % 人 + 占 0
∀

2 形−
,

服

务员 % 人 +占 0
∀

2 , −
。

六
、

运动病史
: 0 0% 例中未问运动病 史

者 (( 人
,

其余 &( 人中问出 有 晕车者 0% 人

+ 占 % (
∀

0 形 −
,

晕 车 又 晕 船 者 0% 人 + 占

% (
∀

0 , −
,

晕船者 ∗ 人 +占 0∋
∀

4 , −
,

不晕 车

船者 01 人 +占 )(
∀

4形−
。

有其他运动病史 的
∀

情况如下
: 0∗ 人晕旋梯运动

,

0) 人晕秋 千

摆动
,
& 人推磨时有头晕

,
/ 人看别人 做 旋

梯运动时头晕
,

0 人跳舞时头晕
。

七
、

旋转双皿试验 +∋
∀

Β
∀

−结果
: 0%0 例

中 4 & 人做了此项检查
,

评定为 
∀

Χ
∀

零度 00

人 +占 0 0
∀

1形−
,
∋

∀

Χ
∀

0 度 ∗ 人 +占 ∗
∀

), −
,

8
∀

Β
∀

兀度 ( % 人 +占 ( (
∀

∋ , −
,
 

∀

Χ
∀

/// 度 0 (

人 +占 0 1
∀

∋ , −
,

此 0( 人中有 / 人为延迟反

应
。

一般认为 
∀

Χ
∀

零度及 ≅ 度为正常
,

共 0(

人 +占 0 1
∀

∋形 −
,
 

∀

Χ
∀

亚度及 / 度为前 庭 功

能过敏
,

共 12 人 +占 ∗ )
∀

∋形−
。

八
、

四柱秋千摆动检 变 结 果
:

共查 ∗1

人
,

耐受摆动 ∗ 分钟以下者0( 人 +占 %2
∀

0形−
,

耐受摆动 ( 分钟至 0∋ 分钟 者 %∋ 人 +占 )∗
∀

0

拓 −
,

耐受摆动 00 分钟至 0∗ 分钟者 0) 人 +占

% %
∀

2 , −
,

耐受摆动 0∗ 分钟以上者为正 常
,

为 2 人 + 占 0 &
∀

∋形 −
。

/ 人摆动 )∋ 秒钟呕吐
,

/ 人摆动 %∋ 分钟无不良反应
。

九
、

分类
:

按症状体征程度 可 分 为 轻

度
、

中度及重度等 ) 类
, 0 0% 例中轻度者 )1

人 +占 ) )
∀

∋ , −
、

中度者 ∗ 1 人 + 占 ∗ ∋
∀

4 , −
、

重度者 02 人 +占 0 (
∀

0, −
。

根据前庭器官 对

加速度刺激的反应
,

可分为 ) 型
: + 帅 耳 石

器官过敏型
,

对直线加速度刺激过敏
,

多见

于运输机或其它大型机的飞行人员
,

遇到气

流大
、

颠簸重时出现症状
,

四柱秋 千检查时

耐受时间较正常值 0∗ 分钟缩短
; +% − 半规管

过敏型
,

对角加速度过敏
,

多见于歼 击机的

飞行人员
,

飞特技动作时出现症状
,

转椅检

查旋转后出现明显的植物神经 反 应
; +)− 耳

石半规管过敏型
,

对直线加速度和角加速度

均过敏
,

可见于各种飞机的飞行人 员
,

平飞

遭受大的气流颠簸时
,

飞横滚特技动作时均

出现症状
,

转椅检查及四柱秋千检查均出现

过敏反应
。

0 0 % 例 中耳石器官 过 敏 型 04 人

+占 0 1
∀

∋ , − ,

半规管过 敏 型 02 人 +占 0 (
∀

0

, − ,

耳石半规管过敏型 1∗ 人 +占 ((
∀

4 , −
。

十
、

出院后防诊飞行情况
:

根据患者的

医学健康鉴定档案记录及其它资料
,

查明患

者出院后飞行情况
,

可分为两类
:

继续飞行

者共 ( & 例 +其中飞原机种者 &1 例
,

改飞其它

机种者 01 例 −
,

停止飞行者 &2 例
。

随 诊 飞

行情况与疾病分类的对比 见 表 )
、

表 &
。

由

表 ) 可以看出
,

中度与轻度患者在继续飞行

和停止飞行方面相差显著
,

轻度与重度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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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病情程度分类与随诊飞行情况

分 类 #
继 续 飞 行

#
停 止 飞 行

轻 度
/

&  

�
。

中 度 #
“�

#
&  

重 度 0 ∗ # � �

护试验
%

中度与轻度
,

12 !
∃

! − ,
中度 与 重 度

,
13

!
∃

! − ,
轻度与重度

,
1) !

∃

! 一
。

在继续飞行和停止飞行方面相差非常显著
,

中度与重度患者在继续飞行和停止飞行方面

相差不显著
。

总的情况是轻度者多数能继续

飞行
,

重度者多数停止飞行
,

中度者约有半

数继续飞行
。

表 ∀ 各过敏型与随诊飞行情况

分 类

4
继 续 飞 ”

4
停 止 飞 行

下下藏币矿一厂一万下下一
5

·

半规管过敏型 #
’”

#
”

6
·

耳石半规管过敬型 # ∀& # ∋∋

盆,

试验
%

7 与 5
,

1 2 !
∃

! � , 5 与6
,

1 2 !
∃

! − , 7

与!
,

1 3 !
∃

! −
。

由表 ∀ 可以看出
,

耳石器官过敏型与半

规管过敏型患者
,

在继续飞行和停止飞行方

面相差非常显著
, 半规管过敏型与耳石半规

管过敏型惠者
,

相差显著8 耳石器官过敏型

与耳石半规管过敏型
,

相差不显著
。

此种分

类方法在推渊将来飞行情况有一定意义
,

半

规管过敏型将来继续飞行的可能性大
,

耳石

器官过放型将来停止飞行的可能性大
。

讨 论

一
、

易感性问月
%
对空晕病的易感性个体

差异较大
,

性别
、

年龄及心理状态等对易感

性均有影响
。

里森)9 :; < = > + �� ( ∗ 年提出
,

相

同年龄者女性较男性易感运动病
。

本文男性

惠者较多
,

系因收治男性飞行人员占多数之

故
。

莱德勒 )? :≅ : Α: Α +及基德拉 )Β Χ≅ : Α ; + ��− ∀

年提出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空晕病的易感性减

少
。

本文统计 ∋! 岁以下的发病率为  &
∃

� ,
,

飞行时间在 ∋! ! 小 时以下者 (!
∃

∗ ,
,

说 明

本病多发生于年龄较小者及飞 行 时 间较少

者
。

二
、

飞机种类与发病的关系
% 飞机种类

不同
,

运动状态随之而异
,

如运输机及轰炸

机常是平飞
,

容易引起颠簸主要刺激耳石器

官
。

如耳石器官过敏
,

即出现空晕病
。

采用体

育锻炼治疗时
,

可选择秋千
、

划船
、

走浪桥

等项运动
。

歼击机或教练机常需 做 特 技 动

作
,

如横滚
、

急转弯等
,

主要刺激半规管
。

如半规管过敏
,

即出现空晕病
。

可选择旋梯
、

滚轮和虎伏等项运动进行镶炼
。

如耳石及半

规管均过敏
,

则飞任何种飞机均可出现空晕

病
,

要进行全面锻炼
。

本文 � �& 例中飞歼击

机及教练机者共 ∗! 人 )占 (&
∃

− , +
,

飞轰 炸

机及运输机者 ∀& 人 )占 ∋∗
∃

−形+
,

说明前 两

种机种做特技动作对前庭器官的刺激量大
,

容易引起发病
。

三
、

病因与发病机理
%

前庭器官的功能

状态
,

在运动病的发生上起重要作用
。

丧失

前庭功能者不患此病
8
前庭功能正常

、

不能

耐受过度强烈的加速度刺激者会发此病 8 前

庭功能过敏者易患此病
。

但是前庭过度受刺

激的学说不能解释视觉引起的运动病
,

也不

能解释人们对运动病的适应现象
。

近年采出

现Δ 神经 匹 配 不 当 学 说 )Ε :Φ Α; Γ Η Χ<Η ; Α:Ι

ϑΙ := ΑΚ +
,

其基本原则是
%

由视
、

前庭和本体

感受器所接受的外力对身体的刺激信号
,

如

果与人们经验过的信号不一致时
,

就产生运

动病
。

这个学说比较全面
,

对病因和发病机

理的解释比较合理
。

四
、

空晕病的防治
%

根据神经匹配不 当

学说
,

在选拔飞行学员时
,

除了要做前庭功

能的检查外
,

还要特别注意询问既往有无晕

车
、

晕船
、

晕飞机
、

晕秋千
、

晕旋梯
、

晕推

磨及晕跳舞等历史
。

还要研究将前庭刺激与

视觉刺激结合起来的检查方法
,

以提高选拔

质量
。

病轻者可用体育锻炼的方法进行治疗
,

病重者可用中西医综合治疗
,

包括体育锻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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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针食道
、

胃
、

小肠
、

心及交感区等穴位
,

山

蓑营硷 �! 毫克足三里及风池穴位注射等
。

因

为本病症状属气虚脾弱
,

故用补气
、

健脾
、

镇逆之品
,

以四君子汤为主方
,

随症加减
,

每日 � 剂汤剂
。

体育锻炼应贯彻始终
,

其它

疗法均在患者前庭功能好转之后逐步停用
,

实际上这些治疗均是辅助性的
,

待前庭的适

应性提高以后
,

单纯应用体育锻炼即可保证

飞行任务的完成
,

这种疗法易被患者接受
。

我们曾采用 − , 重 曹 水 & !! Λ −!! 毫升

静脉注射疗法
,

效果不满意
。

五
、

医学鉴定
%

有运动病史者
,

或前庭功

能故感者
,

均不得入航校学习
。

飞行学员经

比较长期的体育锻炼及 �! 次以上的飞 行 训

练
,

仍不能适应飞行者
,

应停止飞行训练
。

飞行人员无运动病史
,

过去飞行也无空晕病

出现
,

偶尔发生本病
,

经查明并除去原因
,

做针对性处理后不再出现本病者
,

可继续飞

行
。

飞行人员屡发本病
,

在部队 治 疗 困 难

者
,

应送医院检查
,

注意有无神经
、

消化和

循环系统疾病
。

如无特殊发现
,

可针对本病

原因进行治疗和体育锻炼
,

效果满意者飞行

合格
,

无效者停止飞行
。

空晕病症状轻
, 一

匕

行事业心强烈
,

积极要求飞行者
,

可特许飞

行
。

空晕病症状虽轻
,

因有心理因素)如 焦

虑
、

恐惧+妨碍正常飞行
,

应鼓励患者 继 续

飞行
,

无效者应停止飞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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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 < : ; > ≅ Δ Ι Α = ; ϑ ΜΓΓ一 〔≅ Χϑ Χ= >
,

Σ = ΓΦ Η : Γ
,

1
∃

& & ∀ Λ & ∋ �
∃

5 Φ 七ϑ : ΑΠ = Α一Ι � � ∗�
∃

特 种 舟 桥 部 队 训 练 中外 伤 调查

武汉军区后勤部直供部卫 生科

某 团 卫 生 队

特种舟桥部队车辆
、

机械多
,

舟桥器材

体积大
,

训练要求高
,

人员体力消耗大
,

因

而外伤防护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

我部从 �� ∗ �

年 Γ月至 ��  ! 年 ∋ 月
,

共发生外伤 ∋& 例
,

致残  人
,

占参训人员的 &
∃

∋形
。

这不仅影

响了指战员健康
,

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战

备训练
。

我们通过查看医疗登记
、

病历与向

伤员及有关人员调查
,

对外伤发生的原因和

防护问题作了如下分析
。

一
、

外伤分析

)一+∋ & 例外伤中
,

舟桥训练外伤占外伤

总数的 ( 
∃

∗ 形
,

车祸外伤占 � 
∃

∗− ,
,

共同

科目训练外伤占 ∋
∃

∋∗ ,
。

)二 +参加训练人员中
,

新战 士 )� � ∗ 年

入伍+占 ( −
∃

−形
,

老战士占 &−
∃

�∗ 形
,

干部

占 �
∃

∋ ∋形
。

)三+从外伤发生的部位来看
,

四肢 )包括

手
、

足+外伤占 ∗− 形)其中手指占 ∀(
∃

 形+
,

胸

腹外伤占 �−
∃

(& ,
∃ ,

头 部 占 ∋
∃

�& 形
,

眼占

(
∃

& (形
。

)四+外伤中骨折者 & & 例
,

占 (  
∃

∗ ,
,

其

中手指掌骨% 工Τ’∋ ∗
∃

芝,形
。

)五+致残者在外伤中所占比例很大
,

其

中 ∀ 例是车祸外伤
,

∋ 例是专业训练
, Γ例是

共同课 目外伤
。

二
、

讨 论

)一 +全训的舟桥部队发生外伤
,

以专业

训练外伤最多
,

占 ( 
∃

∗形
,

其次是 车 祸 和

共同课目训练外伤
。

在专业训练中的外伤
,

又以四肢 )包括手
、

足+外伤占的比例最大
,

占 ∗ − , 8
其中骨折者占 ( , , 新战上 外 份

比老战士发生更多
。

外伤发生的时间
%
在专

业训练中
,

基础训练与合练相比
,

基础训练

时发生较多
,

占 ∀( 形以上
。

这些情况对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