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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社会学中涉及的某些医学问题

王 家 华
( 甘 肃省人 民医院 )

摘 要

本文从 医学角度阐述 了由于地震而 对人体机能可 能产生的影响
,

进行 了初

步探讨
:

地震前后地壳中元素的重新分布和达及地面造成时人类的危害 , 地震

前或地震时由于地磁场的改 变 ( 包括磁 暴 ) 可引起健康入 的一 系列生理改变及

使 有病机体病情恶化
,

或使人群 易发 生感染性疾病等
; 次声振动造成人体 内脏

损害 , 地光
、

地热
、

射线等讨机体灼伤
、

器官病变
;
震区动物异常活 动可 能造

成流行病或传染病的蔓延等等
。

针时 以上 问题初 步提 出 了震前震后的防疚
、

医

疗措施
,

力争无 害或少害于人类
。

地震是一种自然灾害
,

它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
。

随着科学的发展
,

地震预报和

抗震的研究在许多国家已广泛开展
。

由于地震预报的发布以及抗震救灾工作对社会的影响
,

所以近年来国际上又出现了地震社会学这一边缘学科
。

这学科是研究地震本身以外与地震有

关的一切问题的
。

因之与地震有关的某些医学间题理应包括在内
。

1 9 7 0年 6 月美国密苏里大学

曾召开过医学地质会议
; 1 9 7 1年 日本在

“
地震对策

”
中把医疗对策列为专门 章节 〔 i 〕 , 19 8 0

年我国解放军总医院和北京首都医院合编了 《 地震伤员的救治 》 专著
。

但遗憾的是人们对与

地震有关的医学问题尚涉及很少
。

1 9 7 1年廷克尔 ( J
.

T i n k “ r ) 发现〔 “ 〕 ,

人体组织中的元素丰度与地壳的元素丰度是相似

的
。

祖国医学 《 黄帝内经 》 中指出
“
人 与天地相应

” 。

说明了地壳物质与生命物质的相互作用

与联系
。

地震的发生
,

扰乱了地壳物质的分布
,

因之与人的健康有关
。

另外与地震有关的电

磁场变化
、

射线
、

次声振动
、

地热和地光等对人体健康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

再者由于地震而

造成建筑物的倒塌
、

地震后的火灾
、

水灾等致使人类遭受的创伤死亡等等
,

也属 于 医 学 范

畴
。

笔者在此对上述有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

、

地震前后地下某些化学元素的逸出或

含量变化对人体机能的影响

世上万物都是由化学元素组成的
。

人体毫不例外
,

也是由化学元素组成
。

人 体 总 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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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 由氧
、

碳
、

氢
、

氮四种元素组成
,

而占总量的 99
.

95 %的元素是集中在元素周期表开头的

20 种元素之内 ( 其中主要 1 1种 )
。

这些元素称之为宏量元素
,

是人体必需的
。

另 外 剩余的

0
.

05 %的其他元素
,

称 之为痕量元素
,

人体中任何一种元素过量都是有害的
。

另一方面缺乏

必需的痕量元素能使人生病
,

或者缩短寿命
,

完全缺乏则能导致死亡
。

对于人来说
,

从自然

界摄取这些元素主要是通过呼吸
、

饮水食物来实现的
。

而地震的发生改变了某地 区元素的分

布状况
,

.

破坏了该地 区人们长期适应的元素供求状态
,

因之会影响人类机体的机能而造成功

能素乱
。

现已发现在地震前后地下水和土壤中有以下一些元素或化合物有变化
,

如 H
、

o
、

N
、

C a 、

C
、

N a 、

C l
、

K
、

M g
、

P
、

S等为宏量元素
,

F e 、

Z n 、

C u 、

C r 、

I
、

M尽
、

F
、

N 认 iT
、

H g
、

P b
、

S n 、

A s 、

G 。 、

R n 、

H e 、

A l和 U等为痕量 元 素
,

另盆外 尚!有 N O 。 、

C H
` 、

N H
` 、

H
:
S等化合物

。

它们的变化有的比原有量大几倍
,

有的变化可持续较长时间
。

它们可通过大气污染被人们直接吸入人体 ( 特别是直径小于 1微米的粒子
,

无法为人体呼吸

道的过滤系统所排除 )
;
亦可通过土壤污染再经过动物群或植物群进入人体内

,

还可通过水

的污染改变水质饮用入人体 。 总之通过上述诸途径使有些元素积聚在人体的各种器官内 ( 有

的甚至成了身体构成成分 )
,

当聚积到一定数量后就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
。

再若大震发生时

地层破裂变形
,

地下水重新分布
,

使有些地方水中有益元素减少
,

从而也会影响该处居 民的

健康
。

1 9 7 6年 8 月四川松潘地震 ( M 二 7
.

2 )
,

彭县有一井中水面空气成份改变
,

致使 2 人 和

1只猫死亡
。

经取样分析
,

并内空气中 C O :
占2 5

.

1%
,

O
:

只占 1
.

9%
,

C 0
2

含 量 远远 超过

正常空气 中的含量 ( 正常空气含 C O Z
为 。

.

04 % ~ 。
.

06 % )
,

O :
的含量又比正常空气中含 量

低约 10 倍多 ( 正常空气中含 0
2

为 21 % )
。

有人认为在低 0 2
情况下

,
8 ~ 10 %的 C O :

浓 度
,

即可在短时间内引起死亡
。

造成此起死亡事件显然是由于低 0
2

状态下高浓度 C O
Z

急性 中毒

所致
。

值得指出的是世界上的地震带大体也是地下含 C O :
较多的地带〔 8 〕

。

过去对于痕量元素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往往不很重视
,

或者不甚了解
。

主要痕量元素含量

极微
,

一般方法无法测定
;
另外痕量元素缺少或增多引起身体的变化可能需要很多年才会被

人们发现
,

所以痕量元素对人体健康关系较大
。

但不是所有的痕量元素对人体都有利的
,

人

体所必需的痕量元素除碘
、

氟
、

硒外
,

几乎都是过渡元素
,

业可看到
,

随着元素的原子序数

的增大
,

元素对人体的毒性也相应增大
,

如锅
、

汞
、

铅等为剧毒元素石一些有害的痕量元素

主要是抑制机体内酶的功能
,

影响正常细胞代谢
,

如汞能抑制一系列含琉基的酶的功能
。

提

到
`

汞人们就会想到五十年代 日本九洲熊本县南部的水误市一带发现一种特有的
.

中 枢 神 经 疾

病
,

死亡率高达 4 0%
,

称之为水误病
,

最后证明是汞中毒
。

在我国某些地 区
,

如云南是汞矿

分布区若这里发生地震后要住意井泉中汞含量的增加
。

根据国内外医学规定
,

水中汞含量最高

不能超过 。
.

0 05 毫克 /升
,

_

其他如铅不超过 0
.

1毫克 /升
,

砷不能超过 0
.

。。毫克 /升 , 六价铭不
超过 。

.

1毫克 /升等
。

一旦发现这些剧毒元素超量应 马上采取必要措施
,

以免造成更大须失
。

二
、

与地震有关的电磁扰动对人体的影响

、

地球具有一定的地磁场
。

在地震时地磁场的强度与方向会有所改变
,

另外太阳爆发在地

球上引起的磁暴也会触发地震
。

根据新型边缘学科一地磁生物学实验和观察证实
,

: “
处在生

命机体中的生命本身是在地磁场的参与下发展起来的
” 。

那么地震引起的 电磁场的改变或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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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地震的磁暴必然会影响 :机体的功能
。

某些学者在一年里对 4 3人测量了血压和白血球总数的

变化提出
,

血管舒张压和自血球总数的 日变化 与每天的地磁场强度日变化相符合 〔 4 〕。

对比心

跳节律和地磁场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

又发现在磁暴时老年人的脉搏次数增加
,

白血球增

高
。

对健康人来说
,

植物神经系统对地磁场变化是最敏感的
。

在地磁扰动时 ( 小 和 中 等 磁

暴 )
,

植物神经系统的交感神经产生了紧张度的加剧
。

近年来大量资料证实
,

由太 阳活动引

起的地磁场的变化是心血管疾病灾变的直接原因之一
。

人们发现心血管病情灾变的发生率与

地磁活动的月平均指数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
。

心绞痛的资料也证实了此类疾病与太阳黑子

情况有关
。

法国学者根据心绞痛病人的临床表现能够精确地指出黑子通过太 阳中心子午线的

时间
。

人们还发现
,

心血管病发病率在磁静

日和磁扰 日有所不 同
。

如列宁格勒在 1 9 6 0 ~

1 9 6 3年 间
,

地磁活动高的一天 心肌梗塞病人

发病指数为 6
.

6 ,

磁静日为 3
.

4
。

在斯维尔德

洛夫斯克 王9 6 4年在磁扰 日脑血管意外发病指

数为 3
.

5 ,

在磁静日为 2
.

8
。

随着地磁扰动强

度增加
,

心血管病的并发症发生率也增加了

2 ~ 2
.

7倍 ( P < 0
.

00 1 ) 具有临床意 义
,

而

且往往出现突然死亡现象
。

在我国某省克山

病资料来看
,

克山病的发病率也与太 阳黑子

活动的周期有一定相关性 ( 图 1 )
。

上海统

计 的高血压发病率在 1 9 5 8一 19 5 9年特高
,

随

后逐年下降
,

至 1 9 62年就大 大 减 少 了 ( 图

1 ) 〔 5 〕
。

这正好与太 阳黑子活动的 变 化趋

势相一致
。

当然与医学上的有力措施也有关
。

厄

\
J

`

\

59 石0 6 1 ` 2 叮 翻 65 6 6 6 7 石8 6夕
.

7 0

图 1 太阳活动与某省克山病和上海高血压

病发病率的对 比 克山病资料取自〔 6〕

从以上资料来看
,

正常的健康机体状态和活动功能与地磁场的状态有密切关系
。

可想而

知
,

对代谢功能严重破坏的病人来说
,

与地磁场扰动的关系更为显著
。

地磁直接对人的影响是易感染疾病
。

随着地磁扰动的抬高
,

生病的人数增 加 了
,

因 天

花
、

痢疾
、

百 日咳
、

脊髓灰质炎
、

破伤风而死亡的人也增加了
。

从 图 2 即可看出
,

流行性疾

病与地磁活动有密切关系
。

再如 19 74 年天津医学院主编的 《 流行病学 》 指出
:

近 90 年来曾发生几起流感世界性大流

行
,

如 1 5 5 9~ 1 8 9 0年
、

1 9 15 ~ 1 9 1 9
、

1 9 57 ~ 1 9 5 5年和 1 9 6 5 ~ 1 9 6 9年
。

1 9 7 5 年 由 R
·

英 格 指

出 〔 7 〕 :

这些年份基本上都是太阳活动剧烈因而地球上磁暴比较强的年份
。

当然流行病的周期性还取决于其他的因素
,

例如社会 因素
、

自然条件及全面预防措施亦

有很大关系
。

如我国某城市麻疹发病率在 1 9 5 2一 19 7 1年间以 1 9 5 9年特高 ( 图 3 ) 〔 8 〕这 很 可

能与 1 9 5 8~ 1 9 5 9年太 阳活动特高有关
。

虽然 19 6 9~ 1 9 7 。年又逢太阳活动高年
,

但由于 1 9 6 5年

起进行麻疹疫苗大面积接种
,

麻疹发病率在此高年业无明显提高
。 _

上述事实说明
,

有效的预

防措施是可以改变流行病的发病率的
。

上面列举的医学现象在地震社会学中是有一定意义的
。

如当地震机构发布的 中期预报重

合于太阳活动高年时
,

就要考虑那时震灾和疾病流行相重合因而扩大灾情的可能性
,

对此可

提前在预报区采取有效的防疫和治疗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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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地磁活动与全球痢疾
、

奥大利亚破伤风
、

列宁格勒猩红

热
、

日本脊髓灰质炎的对 比

三
、

其他地震现象对人体的影响

1
.

地光或其他辐射对机体的影响 地震

前或当时往往出现地光现象
。

在我国最典型

的一次是 1 9 7 5年海城 7
.

3级地震
。

徐氏报 导
3 4 3例地光眼伤患者指出〔 ” , :

九是确有眼疾

者都在震时见到地光
; 而且 由于 地 光 的 强

度
、

性质
、

视光时间的长短等不 同其临床表

现有所不同
。

主要表现为 眼
、

面部皮肤烧灼
,

干辣痛
,

明显畏光
,

雾视发花
,

视力下降
,

大识面谁种徽痛率

太阳活动裔年太活阳动南年

5 2 5 3 5 4 5 , 5̀ s了 幼 5 , `。
.

` l ` 2 “ 初 硕而万石万丽而

图 3 我国某市 1 9 5 2~ 1 9 7 1年麻疹发病率
。

光视
,

眼菠劳等自觉症状
。

查体可发现晶状体改变
,

.

眼底改变
。

徐氏初步认为
,

地光组成十

分复杂
,

可能为各
,

种可见光
,

红外线
、

紫外线及 电离辐射线 ( 包括丫
、

日射线 ) 组成
。

这些射

线照射到眼组织产生热作用及光电化学作用
,

使 晶体及眼底有所改变
。

同样
, 1 9 7 6年我国 巴音木仁发生 .6 2级地震时据报导有人脚底脚背被地光灼烧

,

起 泡
、

泡破流黄水
,

伤 口发黑 , 而有些人未见地光脚也被灼烧
,

伤口紫红带黑色
,

火辣辣的痛
。

从

这些症状特征来看
,

与射线灼伤很相似
。

另外据报导
,

地震时地层中逸 出的地下水可能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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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元素
、

射线及微生物
,

致使压伤者在此水中浸泡 时间过长
,

伤 口 由于复杂原因的作用

造成治疗上的极大困难
。

2
.

地震前后动物行为异常可能加剧带菌传播 随着地震预报工作的深入研究
,

已将动物

震前行为异常作为地震预报手段之一
,

这是对人类有利的一面
。

常能造成某些疾病的传播
,

甚至扩大疫区
,

`

导致流行病的蔓延
。

但另一方面由于动物行为异

这不无可能
,

若有地震
,

疫 区的动物
,

如病 鼠及早獭异常搬迁会造成疫区扩大或疫区迁移
,

如鼠疫疫区假

造 成该 病 流

行
。

这类问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
。

以免对人类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

3
.

次声及其振动对机体的影响 声音和振动对人体是有一定影响
,

因篇幅有限
,

这里只

谈谈次声及其振动的问题
。

人的耳朵能听到的频率范围是 2 。~ Zq
: 0 0 0赫的振动

,

而 在 2。赫以

下和 2 0 ,

00 0赫 以上人耳是听不到的
。

大于 2 0 ,

00 0赫者称超声
,

小 于20 赫 为 次 声 ( 低 限 达

0
.

0 0 0 1赫 )
,

次声的波长很长
,

因之渗透性特别强
。

它虽不能被听到
,

却能渗透到人体的全

身
,

引起头痛
、

失眠
、

烦燥
、

耳鸣
、

胸部压迫感
,

四肢麻木
,

恶心
,

鼻出血和心悸等
。

但也

有一些人对次声业不敏感
。

研究证实
:

人的心
、

肺
、

脑等都可由于次声的作用而受到损伤
,

听力也可减弱
,

强烈的次声甚至可置人于死地
。

次声对人体的危害不单是次声本身
,

而且还

决定在于人的内脏和躯体 的共振频率
,

其频率一般在几赫范围内〔`的
。

所 以易于与次声 发 生

共鸣
,

对人体造成进一步 的损伤
。

在地震前或地震时
,

震源地方是有次声成分发射的
,

对人

体可以造成影响
。

另外气象过程
,

磁暴过程可触发地震
,

它们也可引起次声
。

由于这些现象

发生在地震前
,

因之对人的影响是否有预报意义值得进一步探讨
。

四
、

防震救灾中的医疗布
`

署阿题

1
.

防疫措施
:

震前措施 由于地震机构具体预报了的地震 区和粗略估计具有发震背景的地区都应进行

防秦
_

防凡 肺水措施
。 .

组织卫生防疫队伍
,

收集震区气象条件 ( 如温度
、

湿度
,

雨量及恶

劣天气发生的频度等情况 )
,

人们居住的 自然地理条件以及 自然的生物群落等
,

根据地震专

业部 门提供的地震预报范围和发震季节
,

画出可能的传染病在该区的分布图
,

找出传染病在

人群分布中规律性 的东西
,

如周 期性
,

季 节性
、

年令分布
、

职业分布
、

性别分布等
。

全面掌

握震 区流行病学情况
,

了解传染病在人群中发生
:、

传播及停止的客观规律
,

大气
、

土壤
、

饮

甩水中有害物质和细菌含量情况
,

’

从而制定消灭或控制传染病措施以及防止对人有害的各种

因素等
。

有计划地
、

合理地进行各种疫苗的预防接种
,

并形成免疫屏障
,

这是实现社会 主义

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

也是做好震区防疫工作的必要措施之一
。

必须按时
、

按质
、

按量的完成接

种任务
,

并做好地震时预防接种的物质准备工作可

…
.

震后措施 根据地震发生 时的季节特征和气保条件及震前所掌握的疫情在本区发生的情

况
,

对人群的易感性进行免疫
,

达到接种一片; 免疫一片
,

形成免疫屏障
。

在历史上
, 1 9 3 0

年冬日本伊豆半岛发生 7 级大震
,

当时气侯寒冷
,

人宿露天
,

由于防疫人员及时采取预防措

施 ( 包括预防知识传单及药物发放
’

) 避免了一场流感流行 〔11 〕 。

解放后在我 国 也 有 类 似 事

例
。 ’

一 “

做好震区消毒
,

杀虫
、

灭 鼠工作
,

进行饮用水的消毒处理
,

饮食的卫生以及合理管好粪

便等
,

为尽快预防消灭疫情等做好一切准备
。

如 1 9 2 0年我国宁夏发生特大地震 ( M 二 8
.

5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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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镇原县受到地震影响
。

据镇原县志记载
“
震后地诉

:,

泛滥黑水
,

瘟疫大 兴
,

实 奇 变

也
” 。

这是 当时我国卫生条件差不可能做好防疫工作而灾区人民遭受震后又一次重大打击石

对土壤
、

大气
、

水 中的有害物质和元素进行卫生监测
,

对超标者采取相应措施
,

力争无

害或少害于人类
。 , 、

` ·
·

.
,

二 l

2
.

医疗措施 由于地震预报工作尚未完善
,

地震的突然发生
,

破坏性大
,

受害面积广
,

所

以具有伤员多
、

任务重
、

突击性强
、

医疗条件差
、

挖掘运输伤员困难等特点
,

在抗震救灾中

的医疗问题就显得不同一般
。

要能做好这项工作
,

就能把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

抗震救灾医疗队组成 由于地震后震区原有的医疗机构遭到了破坏
,

失去救护伤员的能

力
,

外援医疗 队的组成特别重要
。

医疗队必须在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小组领导下
,

由以外科 医生为主配以内
、

妇
、

儿
、

护
、

非临床人员为 辅的技术骨干万量所组成
。 飞 )

` t
、

-

在统一领导下
,

医疗队必须立即投入现场第一线抢救伤员
。

建立第二线第三线医疗站或

抗震医院
,

保障及时接收第一线来的病员
。

必要时一些特殊病人转送更高一级医院
。

对 由于地震而造成高压 电线失火
,

易炸易燃化学药物中毒
,

锅炉等爆炸引致 的 间 接 灾

害
,

应与军队
,

公安人员
,

消防队
,

防疫队伍取得密切联系
,

采取
_

相应措施
,

配合抢救
。

协助灾区医疗机构恢复或重建
,

积极培训一批能完成一般医疗任务的基层医务人员
,

以

补充医疗人员不足
。

协助防疫机构大搞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
,

根
、

据流性病特点
,

季节性
,

有针对性的进行防

病治病
。

. ,

厂
一 _ _

做好抗震救灾时医疗队的物质配备 为了保证抗震救灾顺利进行
,

.

对必要的物质配备也

是非常重要的
。

如药品
、

医疗器械
、

搬运工具
, 急救包等等配备是做好抗震救灾 的 物 质基

础
。

另外要作好紧急手术时水
、

气
、

电突然停止的应急措施
。

虽然世界各国在地震史上都曾有有关医疗方面的报导
,

但至今国际上 尚无系统材料
,

今后

需要进二步收集
、

总结和研究
。

为了减免地震灾害
,

地震预报
,

抗震建设和社会 地震学是不

可缺少的三大方面
。

社会地震学涉及到的医学 问题
,

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

.

本文只是对与

地震有关的医学问题作了些讨论
。

实际上整个地学都涉及到医学问题
,

例如气象
、

地质
、

地

理
、

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都有相关的医学问题
。

关于这些边缘科学问题的研究对今后 医学和

生命科学都是有意义的
,

应当进行总结和进一步探讨
。

本文曾得到郭增建同志的指导和帮助
,

有关防疫方面 得到刘风荣同志指点
,

特此一并感
。 `

一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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