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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院校新训学员暑热伤害风险管理体系构建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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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暑热伤害风险管理体系是保障军队院校新生军训顺利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
科技大学通过借鉴外军先进经验，进一步构建和完善了暑热伤害风险识别、评估体系和暑热伤

害风险应对体系。经多年实践证实，该暑热伤害风险管理体系对高温环境下新生军训的顺利组

织，降低中暑风险和暑热伤害发生率，提高新训质量均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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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院校新生军训期间，暑热伤害 （Ｈｅａ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ｊｕｒｉｅｓ）的预防及应对，长期以来一直是
院校首长及组训、实施人员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但由于学员性别、生源地分布、成长环境及训练

内容上的巨大差异，使得新训学员暑热伤害风险

管理往往具有较大的难度。对于我军大部分院校

来讲，尽管每所院校都有自己的风险管理措施，

但截止目前为止，国内尚未见到有针对暑热伤害

进行系统性风险管理的报道，尤其在暑热伤害的

提前预判和提前应对方面，大部分仍未形成完善

体系和制度。国防科技大学所在驻地长沙，地处

南方大陆腹地，夏季炎热湿润，持续时间长，昼

夜温差小，这一系列因素为新训学员暑热伤害风

险管理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尤其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
新训期间，中暑案例发生较多，且比较严重。这

一现象引起了校首长的高度重视，随后我校组织

相关人员对内科、临床、运动训练学、运动生理

学、军事训练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进行了

专家访谈，组织校卫生处、校医院资深医生和新

训经验丰富的教员，进行了多次讨论。此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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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等科研方法针对暑

热伤害风险管理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探索，

经过几年的不断积累，在借鉴外军先进经验的基

础上，该校逐渐形成了一套较完善、有效的暑热

伤害风险管理体系，从风险识别、评估到风险应

对，均建立、健全了相应措施，为保障高温环境

下新生军训的顺利实施，降低中暑风险和暑热伤

害发生率，提高新训质量提供了重要保障。

　　一、军队院校新训学员暑热伤害

风险识别、评估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均是风险管理的重要组
成部分。风险识别，即完全把所有风险源都挖掘

出来；风险评估，则是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把

风险因素发生的概率、损失程度结合其他因素综

合考虑，得出系统发生风险程度以及可能性的过

程。美军建立了较全面完善的针对群体的暑热伤

害群体风险识别、评估体系［１］１１，我们将其借鉴到

我校的暑热伤害风险管理体系中，如表１所示。新
训过程中，导致学员发生暑热伤害的风险因素主

要包括任务因素、个人因素及环境因素等。其中

任务因素主要有训练强度，热暴露持续时间，着

装等。个人因素主要有学员的体能水平，热习服

状态，补水／营养状况，健康状况 （如既往热伤害

史，用药情况等）。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温度，湿

度，风，阳光照射强度等。管理人员可根据暑热

伤害风险的发展趋势给每个风险因素打分，进而

对新训学员整体风险进行评估。各风险因素的打

分标准为：０＝低风险；１＝中等风险；２＝高风险；
３＝极高风险。累计分值 ２５—３３对应极高风险，
１６—２４对应高风险，７—１５对应中等风险，０—７
对应低风险。当累计分值等于或高于 ＞１１分时，
现场必须有专业急救人员，或者有定点医疗急救

保障分队和转运伤员的交通条件。

表１　军队院校暑热伤害群体风险管理打分表

风险因素
风险等级在每个风险因素对应的条件上画圈

０ １ ２ ３

风险管理控制措施 已采取全部措施 未采取全部措施

炎热等级 （现场ＷＢＧＴ读数） ＜１级 １级 ２－３级 ４－５级

连续超５级高温的天数 ０ １天 ２－３天 ＞４天

过去两天发生暑热伤害案例 没有 热抽筋 热虚脱 热休克

过去两天训练强度 轻松 轻松或中等 中等或艰苦 艰苦

目前计划训练强度 轻松 轻松或中等 中等或艰苦 艰苦

热环境适应的天数 ＞１３ ７－１３ ３－６ ＜３

官／士在位情况 全程 部分时间 很少时间 没有

施训官的经验 １８个月 ７－１８个月 １－６个月 ＜１个月

通信系统情况 无线和有线电话 只有有线电话 只有无线 都没有

过去２４小时的睡眠情况 ＞７小时 ５－７小时 ２－４小时 ＜２小时

　　除吸收外军的整体风险评估体系外，本研究
还通过专家评分法对个体风险因素进行了定级，

邀请主治中暑的内科临床医学专家，对中暑个体

因素进行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除此之外，还通

过校医院对我校最近５年的中暑案例进行整理和分
析，结合专家评分结果进行修正，得出了个体风

险因素识别和评估的最终结果，如表２所示。每个
一级因素为６分；每个二级因素２分；每个三级因

素取１分。得分小于４分者为正常。得分为４—６
分者，可以参与训练，需调整训练计划，加强监

控。凡得分超过６分者为高危人群，禁止参与极重
度训练。得分达１０分者，禁止参与任何训练；个
人风险评估在训练计划当日早晨，由各队队干部

组织实施，根据评价结果确定不可以参与训练学

员和需要加强监控学员的名单，并在训练前交给

施训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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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军队院校暑热伤害个人风险管理打分表

分级 风险因素
风险评定

是 否

一级

患有高血压病、心肌炎、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慢性肾炎血沉未恢复正常、甲状腺功能亢进

症、中重度贫血、肺结核等；

患有麻疹、腮腺炎等传染病；

体温＞３８５℃；

以往有中暑；

体型肥胖者ＢＭＩ（体重ｋｇ／身高 ｍ２） ＞２８；

近期有献血史者 （６周内）；

重感冒，比如腹泻超过１０次／日；

近２天内有大量饮酒。

二级

体能较差，３０００米成绩：男学员高于１６分钟，女学员高于１９分钟；

皮肤有超过１０个巴掌大小的皮损；

轻度腹泻 （小于１０次／日）或使用过泻药 （如行肠镜等）；

过去２４小时睡眠时间小于２小时；

晨脉高于以往达１０次及以上；

有过强的好胜心，经常做超过自己能力的人群；

训前、赛前临场应激反应过于强烈，自我反应很紧张。

三级

近期服用过抗过敏药物 （包括氨啡黄敏胶囊、美敏伪麻口服液、克咳胶囊、白加黑、康泰克等感

冒药）、降血压药、抗精神药；

体重小于或大于标准体重 （标准体重＝身高ＣＭ－１０５，±１０％以内）；

腹泻＜５次／日；

有轻微感冒；

从北方到南方生活的人群 （以秦岭－淮河为界）；

食欲不佳或较平时食量明显减小。

　　二、军队院校新训学员暑热伤害

风险应对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在风险应对方面，该校也建立了完善的体系，
主要内容包括：

（一）入学入伍暑热伤害预防知识的普及

认识是行为的指导，是确保行为正确，制度

落实的前提。来自外军的资料显示，暑热伤害预

防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在整个暑热伤害预防体系

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２］。因此，在入学入伍训

练之前，中暑预防工作的所有参与人员都要经过

相关专项安全培训，预防中暑事件和杜绝重度中

暑的发生。中暑预防知识的宣传，以学员为主要

对象，此外还包括教员、队干部、医务人员、全

体学员以及机关和相关新训机构领导。由于各自

工作任务不同，因此普及的知识内容也有不同，

经问卷调查及专家讨论，我校制定了新训期间暑

热伤害预防教育提纲，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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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军队院校学员新训期间暑热伤害预防教育提纲

学员教育 教员、队干部知识普及 新训机构领导 医务人员知识普及

中暑病理 中暑病理 中暑病理 中暑病理

暑热症状识别方法 训练中预防手段 训练中预防手段 中暑症状识别

自我风险评估和定级 高危学员识别与分类方法 中暑风险管理理论 应激处理方法

高危环境识别方法 高危环境鉴别与预判方法 预先研究和新信息

预防具体措施 高危训练识别与调整方法

中暑识别、协助与他救 中暑风险管理理论

中暑自救 初步救治措施与方法

（二）环境热强度测量

暑热伤害发生的一个基本要素是环境高热。

因此，适时、准确地提供环境热强度十分重要。

我校采用了国际通用的 ＷＢＧＴ指数，作为评价人
体接触作业环境热负荷的一个基本参量。ＷＢＧＴ指
数亦称为湿球黑球温度，其测量是由黑球、自然

湿球、干球三个不同的温度计完成，其单位为０Ｆ
（华氏度），０Ｆ与℃的转化公式为：℃ ＝ （０Ｆ－３２）
÷１８。室内测量时其计算公式为：ＷＢＧＴ＝０７
自然湿球温度＋０３黑球温度，室外测量时其计

算公式为ＷＢＧＴ＝０７自然湿球温度＋０２黑球
温度＋０１干球温度。在数据测量上，我校实行
的是热环境常规测量和非常规测量相结合的办法。

常规测量以学校气象站数据为准，长期监测。非

常规测量主要为应对非暑热期间短期的高热情况

和学校气象站测量地区以外区域训练的需求。常

规测量与非常规测量的实施方法如表４所示。如果
需要提前评估热环境强度的，可以遵照气象局发

布的气象指数，也可以遵照常规测量数据预测。

表４　热环境强度测量实施方法

常规测量 非常规测量

测量地点 学校气象站 实地测量，在预计的训练场地中央测量

测量时间
学员暑期训练期间，每天测量 ６次，时间点为
别为、８时、１０时、１２时、１４时、１６时和０时

从早上８时开始测量，每１小时测量一次，直至训练
开始前１小时为止

参数解读

制定暑热指数坐标图，将每日所测的６个数据
在 坐标图上标出，然后曲线连接。得出随后训

练时间段 可能的热环境强度

制定暑热指数坐标图，将每日所测的６个数据在 坐标
图上标出，然后曲线连接。得出随后训练时间段 可

能的热环境强度

（三）训练计划制定

根据人体热生理学的知识，环境热强度和可

以实施的训练强度、训练密度、训练时间等之间

存在严格的对应系数，在高热环境下的训练必须

守护好训练的强度、密度和时间上限。因此，新

学员入学入伍训练，每次具体训练实施之前首先

必须做的，是制定训练计划，而训练计划的制定

必须有科学依据。我军于１９９１年颁发了 “湿热环

境中人劳动耐受时限” （ＧＪＢ１１０４－９１）标准［３］，

与美军的标准相比，我军的标准缺少了 “训练／休
息时间”内容，在科学性上存在不足。在综合对

比及专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我校合成了自己的

湿热环境中人劳动耐受时限标准，具体细节见表

５。其中，ＮＬ＝代表每小时训练时间可不做规定。
休息是指停止运动，站立或坐下，应尽量安排在

阴凉处。

在训练强度划分上，我校部分采用了 “军

标”［４］标准，凡是 “军标”中强度分类包含了的内

容，均按照 “军标”进行归类，没有包含的内容

由我校专家组详细讨论后决定，最终分级结果如

表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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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我校合成的湿热环境中人劳动耐受时限

环境热强度 （℃） 中度劳动 重度劳动 极重度劳动

ＷＢＧＴ 时限 训练／休息 时限 训练／休息 时限 训练／休息

３３ ＜３ ５０／１０ｍｉｎ １ ２０／４０ｍｉｎ 停止 停止

３２ ３ ＮＬ １５－２ ３０／３０ｍｉｎ 停止 停止

３１ ４ ＮＬ ３ ４０／２０ｍｉｎ １ ２０／４０ｍｉｎ

３０ 不限 ＮＬ ４ ５０／１０ｍｉｎ １５ ３０／３０ｍｉｎ

２９ 不限 ＮＬ 不限 ＮＬ ２－４ ４０／２０ｍｉｎ

２８ 不限 ＮＬ 不限 ＮＬ 不限 ５０／１０ｍｉｎ

表６　我校训练强度分级表

中等强度 重度强度 极重度强度

 体育专项；

 游泳；

 持枪齐步走，徒手体操；

 通信；

 刺杀、投弹；

 徒步行。

 ４００米障碍 （单个动作）；

 渡海登岛４００米障碍 （单个动作）；

 格斗；

 基础体能；

 除３０００米、５０００米之外的体能考核；

 行进间持枪、徒手正步、持枪卧倒起立；

 事地形学。

 ４００米障碍 （全程）；

 渡海登岛４００米障碍 （全程）；

 体能考核３０００米、５０００米。

 跑步、卧倒起立；

 匍匐前进、单兵冲击跃进、近迫作业。

（四）训练过程的监控

训练过程监控是指在训练过程当中的实时观

察和把握。负责过程监控的人员主要为教员和队

干部，学员相互间也应进行监控、观察，作为教

员和队干部监控的补充。监控内容主要包括饮水

监控及暑热伤害风险监控等。

１学员饮水情况的监控
机体水盐代谢的平衡是指机体体液及其所含

电解质量维持在一种生理范围内的动态平衡，这

种平衡对于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保证机体内各

种生命活动的正常运行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高

温环境下，为了维持热平衡，机体必须进行一系

列的生理调节，往往致使大量水盐的丢失，而水

盐丢失超过一定限度，或水盐丢失比例严重失衡

时，就会导致机体水盐代谢失调。当缺水达到体

重的２％—４％时，机体明显不适，感到口渴、头
昏、头痛，视力下降，劳动能力减弱等；急性缺

水达到体重的 ５％—１０％时，可以出现缺水性衰
竭，急性缺水达到体重的 １８％—２０％时可以致
死［５］。预防运动性中暑，合理饮水是一个永恒的

措施。然而，饮水也不能过量，否则会引发水中

毒，即因体内水分潴留过多导致的细胞功能紊乱

及体内电解质紊乱。因此，在训练过程中，学员

及干部要做好监督，补水要按时进行，但不要过

量饮水，盛水用的容器最好有刻度尺，该研究中，

我们按照我军在１９９３颁布的 “热环境事劳动人员

水盐补给量”（ＣＪＢ１６３７－９３）（见表７和表８）进
行补水。

表７　不同气温与劳动强度时的饮水量 （Ｌ／ｈ）［６］

气温℃
劳动过程适宜饮水量

中度劳动 重度劳动 极重度劳动

４１－４５ ０８６－０９７ ０９７－１１１ １０９－１２５

３６－４０ ０７１－０８３ ０７８－０９３ ０８８－１０４

３１－３５ ０５６－０６８ ０６０－０７４ ０６７－０８４

２５－３０ ０３８－０５３ ０３８－０５６ ０４２－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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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不同气温与劳动强度的全日需水量 （Ｌ／ｄ）［７］

气温℃
全日需水量

轻度劳动 中度劳动 重度劳动 极重度劳动

４１－４５ ３６ １０５－１１４ １１４－１２５ １２３－１３６

３６－４０ ３５ ９２－１０１ ９８－１０９ １０５－１１９

３１－３５ ３４ ７９－８８ ８０－９４ ８８－１０１

２５－３０ ３３ ６３－７５ ６３－７８ ６７－８３

　　监控方法为：训练前２小时左右组织学员统一
饮水３００—４００毫升；根据环境温度测量结果设计
好喝水的次数、时间点和饮水量。饮水时间间隔

以３０分钟为宜。训练过程中严格按照预先设计的
计划实施；喝水时切忌豪饮猛灌，应该分多次少

量饮用；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喝；饮水的温度

以５—１０℃为宜，不能低于５℃。训练后喝 ５００～
６００ｍｌ水。

２暑热伤害风险监控
中暑一般都会有前期征兆，或从面色、或从

行为都可以显露。是否能及时发现前期征兆，并

采取及时的应对措施，是防止中暑事件发生成败

的重要一环。我们选取了一些中暑发生时的征兆

指标［１］１３，并对施训教员和队干部进行了相关教育

和培训，以增强监控效果，相关指标如表９所示。
另外根据运动性中暑的分类方法，不同的中

暑表现症状也有很大区别，表 １０相关内容［１］１４，

也对施训教员和队干部进行了相关教育和培训。

表９　可能出现中暑的迹象

一般迹象和征兆 应立即采取的行动

 头昏眼花

 头痛

 恶心

 步态不稳

 虚弱

 肌肉抽搐

 退出训练；

 允许伤员在阴凉处休息；

 补水；

 在进行以上行动的同时，请求医疗转送 （医生到场后立即测量体温、检查

神智）。

 如果没有现场医疗保障，应立即呼叫救护车。同时确保由同一个施训人员
监护伤员。

严重征兆 立即呼叫急救或救护车转送，同时进行：

 身体发烫、高热

 神智不清 （精神状态评估）

 呕吐

 肠痉挛

 全身抽搐

 虚弱或脉搏加快

 失去反应，昏迷

 呼吸急促

 将伤员平放在阴凉处，脚部抬高，直到急救人员或救护车到达；

 尽可能脱除衣物；

 冰块或冰被单强制降温；

 向伤员身上倒冷水，扇风；
如伤员意识清楚，可在等待救护时使起用吸管补水；

 监控呼吸情况直到急救人员或救护车到达；

 在转送过程中继续降温，直至体温低于３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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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三种运动性中暑的症状特征

热痉挛

 多伴有肌肉痉挛，以四肢、咀嚼肌及腹肌等经常活动的肌肉为多见，尤其以腓肠肌为多见；

 发作时伴有精神紧张、大喊大叫、辗转不安，常呼之不应，似乎神志丧失，面容呈痛苦表情；

 体温多正常，出汗功能多正常，脉搏可能增快，有可能发生晕厥。

热衰竭

脱水性：

 患者有口渴、虚弱、烦躁及判断力不佳的表现。甚至手足抽搦，肌肉共济失调。
脱盐性：

 患者主观表现为眩晕、头痛、烦躁、恶心、呕吐、腹泻、软弱无力、晕倒或短暂神志不清；

 患者外部表现为面色苍白，皮肤冷汗而并无高热，脉搏细微，肌肉痛性痉挛。

热射病

 典型表现为高热；

 皮肤干热、无汗，呈潮红或苍白；

 脉搏加快；

 昏迷，或有恶心、呕吐，心前区不适等。

（五）中暑应急处理

当学员出现中暑迹象后，首要的是对其进行

降温，情况严重的要立即练习转运。我校对降温

措施进行了规范并制定了作业流程图：将伤员移

至阴凉处，让伤员平躺且脚抬高，除去衣服和鞋

子，只保留内衣裤，使用冰被单覆盖全身和头部

（如果没有冰被单，应使用任何手头可用的方式进

行快速降温，如采用溪水或河水），用冰水浸湿，

对全身扇风，降温过程中，同时按摩大肌肉群。

如冰被单温度升高，应更换新的冰被单，或放入

冷藏箱后重复使用。由同一个士兵全程观测，如

果身体颤抖或体温降低到３７８℃，停止降温。在
降温过程当中，视情况而定，有必要的应第一时

间与校医院取得联系。而出现以下情况的学员必

须快速转运到医院，采取急救：出现热痉挛／热休
克，已经采用冰被单处置的，失去意识或精神状

态改变的，呕吐超过２次的，经过３０分钟的休息
和补水，症状没有任何缓解的，治疗过程中进一

步恶化的，体温＞４０℃的，对于精神状态反常、需
要采用冰被单治疗的［８］。

（六）训练后饮食与休息

１饮食
高温环境下，人体内蛋白质代谢加快，能量消

耗增多，因此蛋白质的供应必须酌量增加，我们对

学员膳食提供指导及建议：每日的摄入量以１００—
１２０克为宜，且要求一半以上为鱼类、瘦肉、鸡肉、
蛋、奶和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质，以满足盛夏机体代

谢的需求［９］。此外，还应尽量多吃青菜，如各种豆

类、瓜类、小白菜、香菜等。高温下体液损耗比较

大，多喝汤既能及时补充水分，又有利于消化吸收。

瓜果汁多味甜，不仅生津止渴，也能清热解暑。如

西瓜、猕猴桃，有非常好的清热解暑作用，是高温

和野外作业人员经常选用的果品和饮料。

２休息
持续高温可以对人体的生理状态造成一系列

不良影响，比如导致机体持续高热负荷，加剧机

体疲劳等。这些因素都可以增加主体风险，导致

主体抗中暑能力下降，因此要特别应对。在气温

高，昼夜温差小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学员夜间能

有较高的睡眠质量，应尽量给学员提供一个良好

的休息环境，学校通过为学员宿舍配备空调等降

温设施，保证了学员的充足睡眠和睡眠质量。此

外，通过规章制定，加大了队干部查寝力度，确

保了学员按时入睡。

三、结语

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我校构建的暑热伤害

风险管理体系，为保障高温环境下新生军训的顺

利实施，降低中暑风险和暑热伤害发生率，提高

新训质量提供了重要保障。在部队军事训练向实

战化靠拢，院校军事训练向部队靠拢的大背景下，

相关人员应适应新生军训任务的新要求、新变化，

进一步完善暑热伤害风险管理体系，力争为保障

新训顺利完成，并进一步提高军事人才培养质量

做出更大贡献。

（下转第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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