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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灾害极端天气防范应对

（一）气象与洪涝灾害

1、冰雪

暴雪、冻雨（又称雨凇）、道路结冰等冰雪天气发生时，

会给公路、铁路、民航、供电、供水、通 讯、农牧业生产

等带来较为严重的影响。居民应及时收听天气预报，储备过

冬物品，注意保暖防滑，积极清扫积雪，以减少不必要的伤

害和损失。

预防／预警

（1）收听预报。暴雪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以蓝色、

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道路结冰预警信号分三级，分别以

黄色、橙色、红色表示。红色为最高级别的预警信号。

（2）储备物品。冰雪天气到来前，家中应做好防寒保

暖准备，储备足够的食物、水、燃料、御寒衣物及防冻药物

等 ，尽量避免在天气恶劣时外出购物。山区、林区等边远

地区的居民尤其应提前做好准备，以防大雪封山、封路。

（3）保护设施。加固棚架等易被雪压倒的临时搭建物

和危旧房屋；不要待在不结实、不安全的建筑物内，防止房

屋倒塌伤人。水管、水箱可用草绳、布料等进行包扎、包裹，

以防止其冻裂。

（4）防御冻害。农牧区要备好粮草，将野外牲畜赶到

圈里喂养；对农作物要采取防冻措施，防止作物受冻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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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调整行程。及时取消或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

在冰雪天长途外出。

应急要点

（1）保暖防冻。人员应注意保暖防冻，老弱病患者尤

其应预防因气温骤降引发或加重呼吸道、心血管等方面的疾

病。

（2）清扫积雪。主动清扫自家或单位附近追路和屋顶

的积雪，或在道路上撒融雪剂，防止路面结冰。

（3）防滑防砸。行人上路叶应选择防滑性能好的鞋，

不宜穿高跟鞋或硬塑料底的鞋；尽量避免骑自行车外出；非

机动车上路，应给轮胎少量放气，以增加轮胎与路面的摩擦

力。

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和老树等，避免

被砸伤。路过屋檐、涵洞、桥下等地方时，应谨慎通行或绕

道通过，以免冰凌融化脱落伤人。

（4）减速缓行。冰雪天气时尽量减少自驾车外出。机

动车在冰雪路面上应减速慢行，并与前车保持距离；避免急

转弯、急刹车。必要时要安装防滑链，驾驶员佩戴色镜。

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及时在现场后方设置警示标志，以

防连环撞车事故发生。

（5）报警求救。若被积雪围困，要尽快拨打 110、119

等报警求救电话。若发生断电事故，要及时报告电力部门。

温馨提示

温馨提示

（1）谨防中毒。冬季要提防煤气中毒，尤其是采用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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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取暖的居民。

（2）冰面勿玩。教育小孩不要在结冰的湖面、河道上

玩耍，以免落入水中。

2、雷电

雷电是联合国确定的 10 种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也

是我市一种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主要发生时间为每年 3 至

10 月。

预防／预警

【室内避雷】

（1）收听预报。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提前做好

防护准备。

（2）关闭门窗。提前关好门窗，以防侧击雷和球状雷

侵入。

（3）切断电源。切断家用电器的电源，拨掉电源插头，

防止雷电从电源线侵入。

（4）慎用电器。不要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收音机和电

视机等电器，远离带电设备。

（5）远离金属。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铁丝网、金属门

窗等金属物品。

（6）不打电话。不要接、打固定电话和手机。

（7）勿用喷头。不要使用喷头冼澡，切忌使用太阳能

热水器。

（8）勿打赤脚。不要赤脚站在泥地或水泥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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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避雷】

（1）避雷场所。到有避雷针或钢架的建筑物里藏身，

不要靠近防雷装置的任何部位；也可寻找钢筋混凝土的建筑

物躲避。

（2）姿势正确。可两脚并拢，双腿下蹲，双手抱膝，

降低身体重心，减少人体与外部的接触面积。

（3）披上雨衣。及时披上不透水的币衣，防雷效果更

好。

（4）关闭手机。身处空旷地带，应关闭手机。

（5）摘下饰品。应摘下身上佩戴的金属饰品，如项链、

发卡等。

（6）分开站立。如果多人一起在野外，相互间应间隔

几米。

（7）“蚁爬”趴下。头、颈、手处有蚂蚁爬走的感觉，

头发竖起，表明将发生雷击，应赶紧趴在地上，减少遭雷击

的危险。

（8）蹦离“高压“”。高压电线遭雷击落地时，不要靠

近，当心地面“跨步电压”的电击。正确的逃离方法是双脚

并拢，溯着离开危险地带。

【户外避雷“十不”】

全属物体不要碰，摩托“单车”不骑行；

球杆锄头不高举，旷野雨伞不要撑；

手机电话不能打，电杆孤树不靠近；

山巅楼顶不要上，水渚船边不留停；

草堁柴堆不能近，孤棚独亭不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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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要点

烧伤“无电”，无须顾虑。遭雷击烧伤的人，身体是不

带电的，抢救时不要有顾虑。

失去知觉，舒展平卧。若伤者失去知觉，但有呼吸和心

跳，应使其舒展平卧，休息后再迖医院治疗。

心跳停止，心肺复苏。若伤者呼吸和心跳停止，应立即

实施心肺复苏术，并拨打 120 急救电话。

3、高温（中暑）

日最高气温达 35℃以上的天气称之为高温天气。高温天

气会影响人体健康，甚至导致中暑，还会给交通、用水、用

电等带来较大影响。

预防／预警

（1）收听预报。

（2）饮食清淡。多喝凉白开水、冷盐水、白菊花水、

绿豆汤等防暑饮品；多吃新鲜瓜果蔬菜，少吃油腻食品。

（3）睡眠充足。

（4）户外防晒。减少白天户外活动时间，外出最好打

伞、戴帽、戴太阳镜、涂防晒霜，避免强光灼伤眼睛和皮肤。

（5）作业谨慎。在高温环境下作业的人员，应采取有

效防护措施，温度上升到一定高度时应停止作业。

（6）老弱慎动。老人、体弱者和高血压、心肺疾病患

者应减少活动，如有胸闷、气短等症状应及早就医。

（7）药品常备。常备防暑降温药品，如清凉油、十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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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人丹等。

应急要点

【轻症中暑】

（1）注意先兆。头晕、心悸、胸闷、大汗、口渴、乏

力、低热等为中暑的先兆。当出现大汗口渴、胸闷头晕、恶

心呕吐、身体乏力、体温在 38℃以上等症状时，表明巳轻度

中暑。

（2）休息降温。及时离开高温环境，到阴凉、通风处

休息。

（3）服药补水。轻度中暑时，服用十滴水或解暑片等

药物，并注意多饮水（最好是淡盐水）。

（4）宽衣擦汗。出汗多的病人应松解衣，服擦于汁水。

【重症中暑】

（1）抬至阴凉处。当出现昏迷、高热、头疼、心衰等

症状时，表明巳重度中暑。此时，应立即将患者抬到阴凉处，

解开其衣服，使其静卧休息。

（2）冷水敷头部。用冷水敷头部和腋窝，使头部皮肤

温度迅速降下来。

（3）服用解暑药。及时使用行军散、人丹、清凉油、

十滴水、解暑片等解暑药。

（4）穴位要记住。对昏迷的病人，可用手指拍人中、

涌泉等穴。

（5）心肺复苏术。若中暑者心跳骤停、呼吸不规则或

停止，应及时进行心肺复苏，直至医护人员到来。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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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节情绪。高温天气下，人容易烦躁、发怒，应

注意调节情绪。

（2）降温适度。使用空调，温度不宜过低。

（3）汗后慎浴。大汗淋漓时，不要用冷水洗澡，应先

擦干汗水，稍事休息后再用温水洗澡。

4、大风

大风往往会吹倒房屋、大树，并衍生雷电、冰雹等剧烈

的天气，造成明显的灾害和损失。

预防／预警

（1）听预报。

（2）关电、气。大风来临前，应切断电源，关闭煤气、

天然气阀门。

应急要点

（1）横向逃离。在野外遭遇大风时，应以最快速度朝

与大风前进路线垂直的方向逃离。

（2）防砸防压。室外遭遇大风时，应远离大树、电线

杆、简易房等，以免被砸、被压或触电。

（3）速趴洼地。来不及逃离时，迅速找低洼地趴下，

脸朝下，闭上嘴巴和眼睛，用双手、双臂抱住头部。

（4）“地下”安全。躲避大风最安全的地方是混凝土建

筑的地下室或半地下室。简易住房内和楼顶上都很危险。

（5）躲进小房。大风来时，应躲到小房间内抱头蹲下。

（6）远离外墙。如果在室内， 要避开门、窗和房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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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

5、暴雨

大范围的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往往会在短时间内导致山

洪暴发、山体滑坡或城市内房，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我

市是我省暴雨严重的省份之一。

预防／预警

（1）四色警报。暴币预警信号分四级，IV 级（一般）、

III 级（较重）、II 级（严重）、I 级（特别严重），依次用蓝

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

（2）畅通水道。不要将垃圾、杂物丢入下水道，以防

堵塞，积水成灾。

（3）修好屋顶。家住平房的居民应在币季来临之前检

查房屋，维修房顶。

（4）关掉电源。室外积水若漫入室内，应立即切断电

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

应急要点

（1）挡门口，防内滂。为防止降暴币时居民住房发生

小内滂，可因地制宜，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

（2）多观察，防触电。暴币来袭，要远离电线、电器

等设施，以防痛电致人伤亡。

（3）水中行，避井坑。积水中行走，要注意观察，防

止跌入窖井、地坑等。

（4）遇积水，车绕行。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



9

车辆应尽量绕行，不要强行通过。

温馨提示

山区河道，警惕山洪。山区暴雨来临前，要做好防范山

洪的准备；暴雨时节外出办事或者旅游，要了解目的地及所

经路段是否有山洪和泥石流发生。在山区旅游扎营露宿，要

选择在山脊线附件,避开河流、冲沟、陡坎和水库、水池下

流；突遇暴雨时，要尽快离开溪沟等地。

6、山洪

山洪常发生在山地丘陵地区，是指荒溪或干沟中发生的

暴涨暴落的洪水。因其所流经的沟道陡峻，地质条件复杂，

山洪具有历时短、流速快、冲刷力强、挟带凡石多、破坏力

强等特点。

预防／预警

（1）危险地，慎建房。在地质基础脆 弱的地 方，如

植被稀疏、易塌易陷、岩石风化、山谷陡坡等处，不宜居住

和生产。在山洪多发地带建房，应请水文、水利、防汛或地

质等方面的专家帮助选址。

（2）听预报，看征兆。山洪易发地区降暴币时，应及

时收听、收看天气和水文预报，并密切观察溪、河水位和山

体有无异常情况。河道上游来水突然混浊、水位上涨较快，

是山洪暴发的信号。

（3）有险情，发警报。观测到可能发生山洪险情，要

立即采取呜锣、放铣、广播、电话等方式报警，并向有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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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报告。

（4）查山塘，防水库。降大暴而时，应加强对山塘、

水库的巡查与加固。如发现异常情况，要及时转告并组织抢

险，迅速转移受威胁人员。

（5）离河沟，勿逗留。大币来临时，不要在山地、河

内等地方逗留。

应急要点

（1）河水涨，上高处。河、溪洪水迅速上涨时，不要

沿着河谷跑，应向两岸高处撤离。平时不要使用简易过河通

道，以免行至河中间时，河水突然上涨，发生危险。

（2）爬屋顶，抓浮物。住宅被淹时，可爬上屋顶，并

及时利用竹木等漂浮物转移到安全地带。

（3）勿侥幸，不恋财。不要心存侥幸，不要因保护个

人财产而丧失逃生机会，更不要捞取水中漂浮的财物。

（4）互照应，求救援。同行人员应保持联络，相互照

应。若发现有人失踪，应及时向外界求援。

7、洪水

洪水是由暴雨、风暴潮等引起江河湖库水量迅速增加，

水位迅速上涨的流水现象。洪水在我省出现频率高，涉及范

围广，破坏性大。

预防／预警

（1）听警报。注意收听、收看洪水警报、水位报公，

了解洪水可能影响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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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看征兆。若出现持续不断的大雨和风暴，应引起

警觉，及早远离水道和低洼地区。

（3）备衣食。储备一定数量的食物、饮用水和保暖衣

物等；逃生前，多吃糖、甜点等高热量食物。

（4）关电、气。洪水到来前关闭电源总开关、煤气阀

门等。

应急要点

（1）上高处，抓浮物。迅速跑向高地、楼房，必要时

可爬上高树；也可抓住木盆、木椅、木板等有浮力的物品。

不要爬到土蚽房的屋顶，这些房屋浸水后容易倒塌。

（2）制木筏， 离险处。若水情严重，应考虑用床板、

门板、箱子等制作木筏，也可使用汽车轮胎的内胎制成简易

救生圈，船桨也必不可少。

（3）发信号， 求救援。逃生前保护好通讯设备，备好

哨子、手电筒、颜色鲜艳的旗帜或床单等，以便在紧急情况

时发出求救信号。

（4）先逃生，勿恋财。情况紧急，首先逃生，不要恋

财。

（5）勿涉险，待救援。水情不明时，不要涉险渡水，

应留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温馨提示

（1）查电、气。洪水过后应检查、烘干电器。查看房

子时，勿用明火，以防点燃泄露的煤气引发火灾。

（2）防病毒。洪水过后，腐烂的动物尸体和水污染可

能引发疾病。应用干净的水，并将房子彻底消毒，包括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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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调、供暖管道和过滤器等。

（二）地震与地质灾害

1、地震

地震灾害往往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

震中的伤亡主要由建筑物倒塌造成。遭遇地震时，应保持镇

定，是逃是躲，要因地制宜，果断行事。

应急要点

【室内避险】

（1）平房。平房内遇地震，若室外空旷，应迅速头顶

保护物跑到屋外。来不及逃出，可躲在桌下、床下、坚固的

家具旁或紧挨墙根的地方，并用毛巾或衣物捂住口鼻防尘、

防烟。

（2）楼房。楼房内遇地震，迅速关掉电源和气源，选

择厨房、卫生间等开同小的空同避震；也可躲在坚固的家具

旁、内墙根、墙角等易于形成三角空间、支架空间的地方。

远离外墙、门窗和阳台；不要使用电梯，更不能跳楼。

（3）教室。教室内遇地震，应用书包护头躲到桌下或

桌旁，震后在教师指挥、引导下有序撤离。

（4）工作场所。工作场所内遇地震，应迅速关掉电源

和气源，就近躲藏在坚固的机器、设备或办公家具旁。

（5）公共场所。商场、展厅、地铁等公共场所内遇地

震，应躲在坚固的立柱或者墙角下，避开玻璃窗、广告灯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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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货架、大型吊灯等危险物；体育馆、影剧院等场所内遇

地震，应护住头部，蹲、伏到座椅下面。同时注意防火、防

电、防踩踏。

【室外避险】

（1）市区。市内遇地震，应注意保护头部，迅速跑到

空旷场地蹲下。尽量避开高大建筑物、立交桥，远离高压电

线、化学物品及煤气等危险设施。

（2）野外。野外遇地震，应避开山脚、陡崖，以防滚

石和滑坡；如遇山崩，要向远离滚石前进方向的两侧跑。

（3）海（湖）边。海（湖）边遇地震，或海（湖）水

快速进退时，应迅速远离海（湖）岸，警惕地震引发的海（湖）

啸。

【车辆避险】

（1）驾车遇地震，司机应迅速躲开立交桥、陡崖、电

线杆等，并尽快选择空旷处停车。乘客不要跳车，震后有序

撤离。

【被困自救】

（1）保持清醒。被埋压人员应保持清醒。听到外面有

人时，可大声呼叫，或敲击管道求救；若不知外面是否有人，

应间断地发出声音，以减少体力消耗。

（2）清除覆盖。一时不能脱险，应设法将手脚挣脱出

来，清除压在身上特别是腹部以上的覆盖物。

（3）捂住口鼻。被困时，应用毛巾、衣服等捂住口、

鼻，防止吸入烟尘，引起窒息。

（4）防止坠落。被埋压人员应设法支撑可能坠落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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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确保安全的生存空间，最好向有光线、空气流通的方向

移动。

（5）声响求救。用石块或金属物品敲击水管、墙壁等，

与外界联系。

（6）寻找饮食。若难以脱险，在可活动的空间内，设

法寻找水、食品或其他可维持生命的物品，耐心等待营救。

（7）勿用火、电。若闻到煤气味，不要使用火柴、打

火机，也不要使用电话、电源开关或任何电子装置。

【震后搜救】

（1）搜救原则。学校、饭店、医院等人员密集的地方

是抢险的重点；先抢救被困于建筑物废墟边缘、房屋底层或

未遭到完全破坏的地下室中的人员。及早展开互救，能最大

限度地减少伤亡。

（2）关注“三角”。震后搜救时，要特别关注倒塌物堆

成的“安全三角区”或支架空间。

（3）留意声响。要特别留意被困人员呼喊、呻吟和敲

击器物的声响。

（4）小心挖掘。应小心挖掘 ，不可使用利器创挖， 以

免伤人 。

（5）保护支撑。挖掘时，要注意保护周围的支撑物 。

（6）先露头部。发现被困者后，应首先帮其露出头部，

迅速清除其口腔、鼻腔中的灰土。

（7）送气送水。被困人员一时难以脱险，应首先向其

输送新鲜空气、水和食物，然后再想其他办法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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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滑坡、崩塌

斜坡上的岩土体受到河流冲刷、地下水活动、地震及人

工切坡等影响，在重力的作用下，沿着一定的软弱面（或软

弱带）整体或分散地顺坡下滑，称为滑坡，俗称“走山”。

陡峭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离母体崩芩、

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称为崩塌。

预防／预警

（1）水突变。大滑坡或崩塌发生前，可能出现断流多

年的泉水“复活”，泉水、井水突然千涸，井（或钻孔）内

水位突变等异常现象。

（2）动物惊。可能出现猪、狗、牛等家畜惊恐不安，

老鼠乱窜不进洞等现象。

（3）树木枯。可能会出现树木枯萎或歪斜等异常现象。

（4）坡脚凸。滑坡发生时，前沿坡脚处的土体会出现

上隆（凸起）的现象。

（5）裂纹现。在滑坡体中部或前部出现横向及纵向放

射状裂纹，标志着滑坡体已进入临滑状态。

（6）裂缝扩。滑坡体后缘的裂缝急剧扩展，并从裂缝

中冒出热气或冷风。

（7）岩石裂。大滑坡发生前，会有岩石开裂或被剪切

按压的声音。

（8）岩体塌。临滑之前，滑坡体四周岩体（土体）会

出现小型虷塌或松动现象。

（9）山势陡。山体坡度大于 45 度，或山坡呈孤立山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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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形陡坡等形状，以及坡体上有明显的裂缝，都容易形成崩

塌。

应急要点

（1）两侧逃。感到地面震动，应以最快速度向两侧稳

定区域逃离。向滑坡体上方或下方跑都很危险。

（2）缓坡停。无法逃离时，应找一块坡度较缓的开阔

地停留。

（3）险地离。不要进入有警示标志的屑坡危险区。滑

坡发生时，要远离房屋、围墙、电线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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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防范应对

（一）火灾事故

1、家庭火灾

火势初起，应及时灭火，同时呼救、报警；若火势太大，

应果断撤离；如果被困火场，则应冷静自救；积极求援。

预防／预警

（1）防“燃头”。香烟、蚊香、蜡烛、油灯等“燃头”，

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火灾，平时应提高警惕，加以防范。

（2）查线路。不乱接、乱拉电线；定期检查电路；及

时更换损坏、老化的电线；导线接头及插座要紧密连接。电

力线路、开关、插座和插头不过负荷（过载）。

（3）查开关。家中长期无人时，应关闭电源总开关和

燃气进气阀门。

（4）不堵道。火灾发生时，阳台、过道、楼梯等是逃

生通道或避难场所，不要堆放杂物。

（5）不焚烧。不可在家中焚烧丢弃物。垃圾中可能藏

有易燃易爆品，如液化气残液、鞭炮等，焚烧时易引发火灾。

（6）不积物。有些物品，如湿稻草、麦草、棉花、豆

饼等堆积的时间过长，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自燃，引发火灾。

（7）"五件宝”。家庭应备灭火“五件宝”：即家用灭火

器、灭火毯、防烟面具、应急逃生绳和手电简，并学会正确

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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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要点

【及时灭火】

（1）棉物用水灭。家中的棉被、衣服、沙发等着火，

用水灭火效果好。若窗帘着火，首先应将其扯下，然后用水

浇灭。

（2）“油火” 不用水。油锅起火时，可迅速盖上锅盖

或向锅内倒人切好的蔬菜，也可用防火毯、湿棉被等捂压。

不能用水浇，以防溅出的油引燃其他物品。

（3）“电火”先断电。家用电器起火，应先切断电源，

再用防火毯、湿棉被等捂压灭火。如电视机、电脑等起火，

应从侧面靠近，以防显像管爆炸伤人。

（4）“酒精”杯碟盖。给火锅添加酒精时起火，不要用

嘴吹，可用小莱碟等盖在酒精罐上灭火。若火势蔓延，用防

火毯、湿棉被等捂压。

（5）“煤气”湿被压。煤气着火可用防火毯、湿棉被等

捂压，在火熄灭的同时关闭阀门。

（6）“室火”慎开窗。密闭的房间内起火，不要轻易开

窗，以免空气对流加速火势蔓延。

（7）报警要及时。在灭火的同时，应及时呼救、报警。

报警时要讲清地点，说明起火的原因，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

最好能派人提前到事发地附近标识比较明显的地点，如路口

或巷口，等候并指引救援人员。

【正确逃生】

（1）湿毛巾，捂口鼻。身处火区，应迅速戴上防烟面

具，或用湿巾捂住口鼻，以防中毒、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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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湿衣裹，贴地行。很多人在火灾中不是被火烧死

的，而是被浓烟、毒气呛死的。

逃离火场时，应用湿衣物裹身，身体尽量贴近地面穿过

烟区。因为火灾发生后，靠近地面的地方往往残留着未被污

染的空气。

（3）火上身，快打滚。若身上衣物着火，应就地打滚

或用水喷淋，或就近跳入水中。

（4）不恋财，快逃生。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可

因留恋财物、怕羞而耽误逃生时机。

【火场自救】

（5）火封门，湿被挡。当大火封门无法逃离叶，应关

紧迎火门窗，用涅毛巾、湿布堵塞门缝，用湿被单或涅棉被

封门，防止烟火侵入。

若火源在室内，离开房间时，应关上房门，把火焰、浓

烟控制在一定的空间内。

（6）出不来，上阳台。无法逃离时，应尽量在阳台、

窗口等易被发现的地方等待。

（7）发信号，救援到。被困人员可用手机、电话等向

外求援；也可用敲击出声、打亮手电简、摆动衣物、向窗外

扔物品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

2、高楼火灾

高层楼房楼层高、人员多、过道窄，发生火灾后不易逃

生，常因通道阻塞、毒烟熏呛或相互踩踏，导致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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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预警

（1）牢记逃生路线。牢记高层建筑的逃生通道，熟悉

周围环境：一旦发生火灾，能选择正确的逃生路线。

（2）牢记逃生用品。人住后，记住防烟罩、手电筒及

逃生绳的摆放位置。

应急要点

（1）火初起，及时灭。

（2）火蔓延，速逃生。若火势无法控制，应用湿毛巾

捂住口鼻，涅衣裹身，身体贴地，快速向楼下有序撤离。

（3）结绳索，把命保。利用应急逃生绳，通过窗口、

阳台、下水管等滑下逃生，或用缓降器逃生；也可临时用布

匹、床单、地毯、窗帘等结成绳索逃生。注意要将绳索系牢，

以免中途断开。

温馨提示

（1）勿乘电梯。电梯受热会变形，供电系统在火灾中

可能受损，将人困在电梯里。同时，电梯井如同烟囱直通各

楼层，有毒烟雾会直接威胁被困人员生命，火灾发生时勿乘

电梯。

（2）跳楼有备。情况紧急时，可往高楼下的救生气垫

中部跳；若无救生气垫，不要轻易跳楼。

3、人员密集场所火灾

商场、超市、体育场馆、酒店、影剧院等人员密集的场

所一旦发生火灾，除因烟呛、火烧造成伤亡外，还常因拥挤、



21

踩踏导致群死群伤的严重后果。

预防／预警

（1）熟悉环境。进人人员密集场所，应熟悉安全疏散

指示标志和逃生通道示意图，留意消防救生设施。

（2）慎用明火。遵守相关动火规则，不随意使用明火。

特别是营业时间，严禁动火或动焊。

（3）规范用电。人员密集场所高功率电器较多且电路

复杂，往往会因电器长时间超负荷运行，以及电路短路、接

触不良等引发火灾。应定期进行电器检测。

（4）不堵通道。不要将用于疏散的楼梯口、防火门堵

塞、锁死，以保持逃生通道畅通。

（5）事故广播。人员密集场所应酣备事故广播系统，

保证事故广播的使用性能。

应急要点

（1）有序撤离。保持镇定，有序撤离。让老人、妇女、

儿童先撤离；不相互拥挤，以免踩踏导致伤亡。

（2）多方逃生。可利用消防通道、楼梯等逃生；还可

利用排水管、室外突出部分、各种门窗以及避雷网等逃生。

4、汽车火灾

汽车火灾不仅会造成车辆损毁，影响交通秩序，还会威

胁司机和乘坐人员以及周围群众的生命安全 。

预防／预警

（1）电与油，勤检查。电线破损、老化，或电路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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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短路、痛电、接口松动，以及油料渗漏等，都可能导

致汽车火灾。

（2）油擦车，防火花。使用汽油擦拭车辆时，应先切

断电源。不能使用涤纶丝等物品擦拭，以免擦出火花引发火

灾。

（3）易燃品，小心放。不要将气体打火机、空气清新

剂、香水、摩丝等易燃物品放在车内易受阳光直射的地方，

或接触车内高温部位 。

（4）灭火器，不能忘。小汽车至少应酕备一个中型灭

火器（可选用 3-5 升的于粉灭火器），大型客、货车则应按

规定配备灭火器。

应急要点

（1）疏散乘客。汽车在运营途中一旦起火，应立即疏

散乘客及周围人员、车辆，并报警。

（2）驶离险地。车载货物起火，应尽快驶离人员集中

的场所和油库、化工厂等危险地带。

（3）断电灭火。发动机起火，应切断电源，然后用随

车的灭火器灭火。

（4）车、货分离。货物着火，应先将货物推下车，再

用随车灭火器灭火。

（5）上风灭火。使用灭火器时，应选择上风位（背对

着风吹来的方向）站立，以免风吹火焰伤人。

（6）脱衣打滚。衣服着火，应迅速脱下，就地打滚，

或就近跳入水中。灭火时，应脱去化纤衣服。

（7）跳车速离。火势无法控制时，可用衣物、手臂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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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头部，从车门逃生，或打碎玻璃从车窗跳出，并迅速离开

危险地。

5、森林火灾

森林火灾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救援困难。大规模的森

林火灾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会严重破坏生态环

境，甚至导致人员伤亡。

预防／预警

（1）关注“旱”、“风”、“雷”。干旱、大风和雷击天气

易引发森林火灾，此时进入森林应多加小心。

（2）严禁“烟”、“火”、“鞭”。严禁在森林里违规使用

各种明火，如吸烟、烧烤、点簧火、上坟烧纸与燃放鞭炮等。

应急要点

（1）湿毛巾，捂口鼻。

（2）衣蒙头，逆风行。穿越火线时要用衣服蒙住头部，

迅速逆风冲过火线。

（3）在山腰，向下逃。切不可往山上跑，因为火势向

上蔓延的速度比向下蔓延快。

（4）烧过处，可卧倒。被困火场难以逃出时，应选择

已被火烧过的地段，或草木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方卧倒。

（5）互关照，早呼救。同行人员应保持联络，如发现

有人掉队，应及时向消防人员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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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危险地带火灾

加油站、油库、地下煤矿、天然气管道、化工厂等危险

地带一旦发生火灾，火情更加复杂，而且有可能发生爆炸或

释放有毒气体，极易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甚至引

发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预防／预警

（1）险区勿近。不要在危险地带及其附近玩耍、逗留；

其他建筑物应与危险设施保持一定距离。

（2）险物勿带。不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危险地带。

（3）手机勿打。不在加油站等危险地带打手机。

（4）明火禁用。发现有油、气泄涌现象，应立即通风，

熄灭火源，并通知相关部门检修。任何情况下都严禁使用明

火试漏。

（5）电器禁开。油、气泄涌时，严禁开启电器，以免

擦出火花引发火灾。

应急要点

（1）火初起，及时灭。

（2）危险地，快疏散。危险地带发生火灾后，应立即

疏散人员。

（3）速报警，不等待。

（4）观火势，上（侧）风逃。及时观察火势蔓延的方

向，向上风或侧风方向逃生。

（5）找掩护，快转移。若已形成大面积立体燃烧态势，

可利用安全检修楼梯、管道、建筑物等迅速转移到安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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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意利用不易燃烧的物品（如湿衣被等）掩护自己，还可用

灭火器材局部灭火，开辟通道，冲出火场。

（6）有爆炸，快卧倒。若发生爆炸，要往坚固遮蔽体

处躲避，并尽可能卧倒。

（7）火上身，快打滚。若衣服着火，应尽快脱下衣服，

就地打滚，或就近跳入水中。

（8）防复燃，防污染。大火被扑灭后，应对现场进行

彻底清理，消除复燃隐患。周围居民应特别留意大气、水体

是否被污，染并关汪政府权威部门发布的公告。

7、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灭火器是扑灭初起火灾的有效器具。常见的有手提式泡

沫灭火器、手提式干粉灭火器、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等。

【使用方法】

（1）提往火场。用手握住灭火器提把，平稳、快捷地

提往火场。

（2）5 米拔销。在距离燃烧物 5 米左右的地方，拔出保

险销。人应站在上风方向。

（3）握住喷管。用一只手握住喷管，将灭火器喷嘴对

准火源根部。手应握在胶质喷管处，以防冻伤。

（4）开启压把。用另一只手按下压把。不要将灭火器

的盖与底对着人，以免弹出伤人。

（5）根部喷射。对准火焰根部，左右摇摆喷射。喷射

时由外向内，由近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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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先断电源。若是电器引发的火灾，扑救叶应先切

断电源，以防触电。

（2）勿与水喷。不要与水同时喷射在一起， 以免影响

灭火效果。

（二）电、气、水事故

1、用电事故

预防／预警

【居家用电“八戒”】

（1）戒私拉乱接。戒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不要将导

线直接插入插座孔，不要请非专业人员作业，更不要请非专

业人员“带电”作业。

（2）戒假冒伪劣。戒使用假冒伪劣及破损的插座、电

线与电器等。

（3）戒“保险“”乱用。戒违规更换、选用保险丝。

不可用铜丝、铁丝、铝丝代替保险丝，也不可随意加粗。

（4）戒“防护”缺失。居家用电必须要安装漏电保护

器、防触电装置等保护设施，如有漏电或跳闸，必须查明原

因，修复后再合闸；同时要正确接地线。

（5）戒湿手用电。戒用湿手、湿布接触开关、插头、

插座等。

（6）戒电炉离人。戒使用电炉、电褽斗时离人，也不

要在电加热器上烘烤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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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戒险物近电。戒将易燃、易爆物品，如煤气、汽

油、香蕉水等放置在发热电器周围。

（8）戒超负荷用电。戒电力线路、开关、插座和插头

超负荷。空调、烤箱、电热水器等大功率电器应使用专用线

路。

【室外防电“七禁”】

（1）雷雨天气禁“高压”。禁止在雷雨天气接近高压电

线杆、铁塔、避雷针及其接地线、接地体等。雷百天气，禁

止在外施工。

（2）电力设施禁攀爬。禁止攀爬电线杆、输电铁塔、

变压器台架以及电力设施的保护围墙。

（3）电网危险禁私设。禁止私设电网防盗、狩猎、捕

鼠和捕鱼等。

（4）电线附近禁渔猎。禁止在架空电线和配电变压器

附近钓鱼、打鸟、放风筝。

（5）电杆电线禁晾晒。禁止在电线杆、电线（包括绝

缘导线）及拉线上晒衣服，禁止利用电线杆及拉线拴家畜等。

（6）高压线断禁靠拢。禁止靠近断落的高压电线。不

管是否带电，都不得擅自处理，应远离电线落地点 8.5 米以

上，并及时通知电力部门。

（7）供电设施禁围覆。禁止将电线杆围在建筑体中，禁

止将供电线路包覆在店铺门面、广告牌和建筑物内。

应急要点

（1）发现异常，电断开。发现电线、电器有焦糊味、

冒烟、放电现象，以及有人触电时，立即用绝缘电工钳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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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缘手柄的工具切断电源，也可用于燥木棒、竹竿等挑开电

线。

（2）电器起火，“干粉”灭。电器或插头在燃烧，又无

法切断电源时，应用于粉灭火器等专用灭火器灭火。不能用

泡沫灭火器或水灭火，更不能用手去碰电器开关。

（3）电视着火，湿被盖。电脑或电视机着火，应立即

切断电源，用湿棉被、涅毛毯、防火毯等盖压。灭火时，应

从侧面靠近，以防显像管爆炸伤人。

（4）报警呼救，援助来。进行扑救的同时，应紧急呼

救、报警。

（5）火势失控，快离开。若火势难以控侧，应果断撤

离。

温馨提示

（1）拔插头、断电源，省心又省钱。用完电器后，应

及时切断电源，拔掉插头，这样既安全又省电。

（2）教小孩、勿玩电，安心有安全。教育小孩不随意

玩弄电器、插座等，最好使用带有保护装置的插座、插头等。

2、燃气事故

使用管道燃气、瓶装液化气和燃气热水器，应按照安全

规范进行安装、操作和桧查；在燃气调压站、调压箱、燃气

井盖等附近，应禁止使用明火和燃放烟花爆竹，以免引起煤

气中毒、火灾和爆炸等严重事故。

预防／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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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气通则】

（1）关阀开窗，防火花。使用燃气时，必须保持室内

空气流通。若发现火焰呈黄色，燃烧异常，或闻到异味，应

立即将灶具阀、管道阀（或气罐阀）关闭，并打开门窗通风

换气。动作应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生火花。此时，禁

止开灯，禁用打火装置。

（2）注意关阀，睡前查。用气完毕，要关闭阀门。临

睡前，应检查确认燃气管道、液化气罐和灶具阀门巳经关闭。

（3）烧水煮汤，成人看。使用燃气烧水煮汤，应有成

人看管，以防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涌气。使用燃气热水

器时，也应有成人看管。

（4）专用胶管，及时换。必须使用专用耐油橡胶管，

长度在 1.2- 1.5 米左右，最长不超过 2 米。橡胶管不得穿

墙越室，老化或损坏应及时更换，使用期限不应超过 18 个

月。

（5）控制高度，用喉夹。灶前橡胶管不得高于灶面，

以防被炉火烧着引发火灾。在橡胶管与灶前阀、燃气具进气

管的连接处，均须用喉夹夹紧，确保不泄漏。

【管道燃气】

（1）管道燃气，专业安装。管道燃气设施，必须由专

业人员负责安装，不得私接私装。

（2）首次点火，专人负责。首次点火，应由供气单位

派人进行，用户不得自行点火。

【瓶装液化气】

（1）通风干燥，禁止密封。液化气瓶应放在容易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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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干燥、不易腐蚀的地方，禁止放在密封厨柜内。

（2）严禁暴晒，勿近明火。严禁火烤、暴晒、用开水

浇，或靠近明火或温度较高的地方。

（3）直立使用，禁止倒、卧。要直立使用。禁止倒立、

卧倒，禁止摔、踢、滚和撞击。

（4）并排放置，禁止“垂放”。要与灶具并排放置。瓶

与灶的最外侧距离不得小于 80 厘米，禁止灶台下垂直放瓶。

（5）瓶体漏气专业修理。一旦发现瓶体、角阀涌气，

立即告知燃气公司，严禁私拆私修。

（6）小心残渣，谨防火灾。液化气罐中的残渣不能随

意倾倒，应由专业人员处理，以免引起火灾。

【燃气热水器】

（1）“直排”已禁，不能用。国家已明令禁用直排式燃

气热水器，不要使用。

（2）“气、器”匹配，遵“说明”。购买与气种相匹配

的燃气热水器，按使用说明书使用。

（3）浴室之内，不安装。严禁将燃气热水器安装在浴

室之内。

（4）险物勿近，不遮挡。汽油、挥发剂、黏合剂等易

燃物不得靠近燃气热水器；安装处必须无任何遮挡物，如窗

帘、家具等。

（5）烟道重要，安装好。使用燃气热水器，必须安装

烟道，烟道安装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

（6）及时更换，要记牢。燃气热水器使用年限为 8 年，

应及时更换。热水器应定期清灰，一般一年一次。全自动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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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热水器应定期更换电池。

应急要点

（1）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

燃气突然中断以及没有燃气时，应立即将灶具阀、管道阀（或

气罐阀）关闭，并打开门窗通风换气。

动作应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生火花，引发 爆炸。

（2）异味道不浓，皂液检查。若异味不明显，可在管

道的接头、开关、软管、阀门等处涂上肥皂液等，若有气泡

产生则表明燃气有泄痛。

严禁用火柴、打火机等明火检查。

（3）电器设备，禁开禁关。燃气泄痛时，千万不要开

启或关闭任何电器设备，以免产生火花，引发爆炸。

（4）迅速离开，以防中毒。若室内煤气等异味较为明

显，应迅速撤离，以防窒息、中毒。

（5）气罐着火，湿被扑压。液化气罐着火时，迅速用

浸湿的被褥、衣物、防火毯等扑压，并立即关闭阀门。

（6）及时报警，抢险抢修。出现险情，应立即拨打供

气单位抢修电话、119 火警电话，以利于及时抢险、抢修。

（7）错误避险，反酿大祸。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

拨打求助电话，也不要打开抽油烟机或排风扇，以免擦出火

花，引发火灾。

温馨提示

（1）教育小孩，不要“碰气”。注意教育儿童不要随意

玩、碰燃气具。

（2）“两阀”同闭，保持联系。家中长期无人, 应检查



32

确认灶具阀、管道阀(或气罐阀)都已关闭, 并给物业部门留

下联系方式。

3、饮用水污染事故

预防／预警

（1）饮水异常，应当警觉。若饮用水颜色浑浊，有悬

浮物、异味，或者水温明显异常时，很可能发生了水污染，

应引起警觉，停止使用。

（2）事故公告，应当留意。注意收听、收看政府或其

他权威部门发布的关于饮用水污染事故的公告。

应急要点

（1）及时报告，留样本。当自来水出现问题时，应立

即停用，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同时告知居委会、物业部门

和周围邻居，且用于净的容器留取 3- 5 升水作为样本，以

供检测。

（2）家中就餐，防疾病。大规模水污染事件一旦发生，

在紧急停水期间尽量不去外面餐饮，以防感染传染性疾病或

食物中毒。

（3）出现不适，快就医。不慎饮用了被污染的水，要

密切关注自己和家人的身体状况。出现不适，立即就医。

（4）险情解除，再用水。接到政府部门解除险情的公

告后，才能恢复使用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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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伤害事故

1、灾难性化学事故

危险化学品主要是指具有爆炸性、易燃性、毒性、腐蚀

性的化学物品。化学物品泄屈或爆炸后，若接触到化学品或

其产生的有毒气体，可引起人体皮肤、组织糜烂，呼吸困难，

惊厥、昏迷等，严重者可导致死亡。

预防／预警

（1）注意警戒。设有危险品警示标志地段，不要逗留，

更不要吸烟，以防发生火灾或爆炸 。

（2）乘车不带。乘坐车、船、飞机时不要携带危险化

学品。

（3）妥善储藏。家中不得存放危险化学品。储藏危险

化学品，应做到标答完整，密封保存，避热避光，远离火种。

（4）按章使用。使用危险化学品，应了解其性能，不

盲目操作，不违章使用。

应急要点

（1）发现，速报告。发现被遗弃的化学品，施工过程

中挖掘出有异味的土壤时，不要捡拾，应立即拨打报警电话，

说清具体位置、包装标志、大致数量以及是否有气味等。

（2）爆炸，速卧倒。若发生化学品爆炸，应利用地形、

地物，就近隐蔽。无遮蔽物时，立即俯卧，脚向爆炸方向，

双眼紧闭，双手交叉，额头枕在臂肘处，尽量不让皮肤裸露。

（3）撤离，上风逃。迅速判断毒源与风向，沿上风或



34

侧上风路线，朝着远离毒源的方向撤离。

（4）毒气捂口鼻。若遭遇毒气，应戴上防毒面具或用

湿毛巾捂住口鼻，遮住裸露的皮肤，同时戴上防护镜。

（5）沾染，流水洗。若皮肤、眼、鼻和口腔黏膜沾染

有毒化学物品，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或流水冲冼，时间不少于

半个小时。对受污染的衣物等也应进行清冼。

眼睛被化学物品灼伤后，必须立即进行冲冼，分秒必争，

并汪意不要溅及未受伤的眼睛。冲冼后，用清洁敷料覆盖伤

眼，迅速前往医院。不要用手揉伤眼。

（6）待援，少运动。中毒人员应及早送往医院治疗。

在等待救援时应保持平静，避免剧烈运动，以免加重心肺负

担，致使病情恶化。

（7）隐蔽，慎通风。确认安全之前，周边居民不要开

窗，在人防工程等掩体内隐蔽的人员应防止因通风而中毒。

（8）饮食，要谨慎。不可随便动用污染区域及周边地

区的食品和水源。

温馨提示

易燃品，防火花。易燃品，如汽油、苯、酒精等发生泄

漏时，应防止出现火花，以免引起火灾。

2、放射源辐射事故

放射源是指用放射性物质制成的能产生辐射照射的物

质或实体。除核设施外，放射源在石油、纺织、电力、制药、

造纸等工业领域和科研院权、医疗机构都有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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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庥发射出来的射线可以破坏细胞组织，对人体造成

伤害，严重时会导致肌体损伤，甚至致人死亡。

预防／预警

（1）距离防护。尽可能远离放射源。距离越远，接触

的射线就越少，受到的伤害就越小。

（2）时间防护。尽可能减少受照射的时间。受到照射

的时间越短，受到的伤害越小。

（3）屏蔽防护。使用适当的屏蔽材料，如铅、铁、钢

筋混凝土等，可有效减少放射源对人体的伤害。

应急要点

（1）见警示，速远离。迅速离开有放射性警示标志的

危险地带。国家规定，所有放射性工作场所及放射源的包装

容器上都必须有警示标志。

（2）遇险物，不要移。标有电离辐射标志的物体，用

铅、钢、石蜡等制成的圆柱形或球形物体，无人管理的闪闪

发光的金属链等不明物体，都有可能是放射源。千万不要擅

自移动、打开，更不要捡回家或卖给废品收购站。

（3）若失窃，速报告。发生放射源丢失、被盗等事故，

应立即向警方或环保部门报告。

（4）有疑物，早警示。发现可疑物品，应在附近设立

警示标志，同时立即向警方或环保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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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外伤害防范应对

1、溺水

溺水者往往会因呼吸道遇水刺激发生痉挛、收缩而梗

阻，或吸入水中异物、泥沙等引起阻塞造成窒息，出现脸部

青紫肿胀、眼睛充血、口吐白沫、四肢冰凉等现象，必须急

救。

【落水自救】

（1）镇定第一。落水后应保持镇定。胡乱举手挣扎反

使身体下沉、呛水而淹溺。

（2）仰泳露具。可采取头向后仰 、面部向上的仰泳法，

使口鼻露出水面进行呼吸。

（3）深吸浅呼。吸气要深，呼气要浅。

（4）缓解“抽筋”。若肌肉痉挛(“抽筋”),用手握住

痉挛肢体的远端，反复做屈伸运动。

（5）保存体力。会游泳者在落水自救的过程中，应注

意防止“抽筋”，并保存体力。

【救助他人】

（1）巧用绳竿。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

如绳、竿、木板、救生圈等救人。

（2）背后托举。下水救人时，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

潜入水下，用手从其左腋下绕过胸部，然后握其右手，以仰

泳姿势将其拖向岸边，也可以在其背后抓住腋窝拖带上岸。

（3）防止抓抱。下水救人时，不要从正面接近，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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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溺水者抓、抱。若被抱住，应放手自沉，溺水者便会放开。

（4）谨慎下水。施救者若不熟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

不应轻易下水，应呼救或报警。未成年人不宜下水救人。

【现场救急】

（1）控水处理。使溺水者保持头低脚高姿，势倒出呼

吸道内的积水，以解除呼吸道阻塞。若溺水者口鼻中有泥沙

等污物，应迅速清除。

控水方法：施救者一腿跪地，另一腿屈膝，使溺水者俯

卧，将其腹部放在施救者的膝盖上，使其头部下垂，然后按

压溺水者的背部，促其吐出腹、肺中的水。这一过程应尽快

完成。

（2） 心肺复苏。控水处理后，使溺水者仰卧，立即实

施心肺复苏术。若积水、污物未造成呼吸道梗阻，应直接实

施心肺复苏术。

心肺复苏应争分夺秒，不要等心跳、呼吸全停了才进行。

（3）持续施救。溺水者呼吸、心跳在短期恢复后有可

能再次停止。心肺复苏应持续进行，直至专业救护人员到来。

（4）侧卧保暖。去掉溺水者的涅衣，用于净的衣物为

其保暖，并采取侧卧位，或将溺水者的头偏到一侧，以利于

呕吐物的引流，防止舌根后坠，阻塞气道。

2、触电

电击可引起组织烧伤、心室停持以及中枢神经损害、呼

吸麻痹等。触电后，电流在人体通过时间越长，后果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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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预警

（1）断电源。发现有人触电后，立即关闭开关、切断

电源。

（2）速绝缘。若无法切断电源，可用于燥木棒、皮带

等绝缘物品挑开与人接触的电线，或用木棒将人推开，还可

用绳子套住触电人将其拉开，使其脱离电源。抢救者万不可

直接触摸触电者。

（3）宽衣带。将触电者转移到千燥通风的平地，使其

仰卧，松开触电者的紧身衣服、裤带等。

（4）清口腔。检查触电者的口腔，清理口腔黏液。若

有假牙，应取下。

（5）“复苏”快。若触电者呼吸、心跳不规则或已停止，

应立即实施心肺复苏术。抢救应持续；不可中断。

（6）包伤口。若有电烧伤伤口，应进行包扎。

（7）速就医。触电引起的局部烧伤、心律紊乱、休克

等即使得到初步救治，仍有必要送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

3、电梯困（伤）人

电梯是高层建筑中重要的运载工具，一旦出现困人、起

火、停运、坠落等故障，易造成人员恐慌，甚至危及人身安

全。

预防／预警

（1）出现异常，即刻警觉。乘坐电梯时，若电梯运行

速度不正常、有异响等，应即刻警觉并及时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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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紧急情况，禁用电梯。发生火灾、地震、电梯进

水等紧急情况时，应选择消防通道或楼梯逃生，严禁使用电

梯。

应急要点

（1）速度异常，弯腿前倾。当电梯运行速度不正常时，

应两腿微微弯曲，上身向前微倾，以应对可能受到的冲击。

（2）电梯突停，不强扒门。电梯突然停运，受困人员

不要强行扒门出梯，以防电梯突然开动，危及人身安全。

（3）电梯进水，开到顶层。运行中的电梯发生进水时，

应将电梯开到顶层，并通知维修人员。

（4）乘梯起火，就近停靠。乘电梯时发生火灾，应立

即在就近楼层停靠，并迅速利用消防通道逃生。

（5）被困电梯，及时呼救。被困电梯内，应保持镇定，

用电梯内的警铃、对讲机或手机呼救。

（6）无人回应，镇定第一。若无人回应，应保持镇定，

可间歇性地呼叫或用手、鞋子拍打电梯门。要注意保持体力，

等待营救。

（7）电梯下坠，立即下蹲。发生电梯失控、快速坠落，

应采用下蹲动作，以减轻对人体的伤害。

温馨提示

小孩勿闹，老弱应陪。教育小孩不要在电梯内玩耍，老

弱病残孕乘电梯应有人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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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烧（烫）伤

受伤面积不超过 9%的为轻度烧（烫）伤，10%以上的为

中重度烧（烫）伤（儿童 5%以上），严重时可能危及伤者生

命。

应急要点

（1）脱离热源。应迅速脱离热源现场，立即脱去燃烧、

灼烫的衣服。无法脱去时，应用冷水浇灭或用棉被捂灭。若

衣服粘在皮肤上，不要强行撕脱，可用剪刀剪开。

（2）冷却伤处。烧（烫）伤部位紧急用冷水浸泡或冲

洗 30 分钟，可防止烧（烫）伤面积扩大和损伤加重。

（3）吸附冲洗。若被化学品烧伤，先用消毒的纱布、

棉签或于净的毛巾等吸附，清除残留后，再用流动冷水冲洗

30 分钟。注意不要沾染其他部位。

（4）慎涂药膏。冷却处理后，轻度烧伤可在局部涂烧

伤膏等，但不能涂抹酱油、食用油或其他性质不明的药膏。

中、重度烧伤，不可剌穿水泡，不涂任何油剂、药物。

（5）包扎伤口。就医前，可在伤创面上覆盖消毒纱布

后再包扎，以防伤口感染。

（6）及时就医。

5、切割伤

一旦皮肤损伤，细菌等微生物会进入人体，引起感染。

所以，对切割伤早期的正确处理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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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要点

（1）止血。若伤口出血，应立即诊断，及时止血。

（2）清创。创伤较小，应挤出伤口内少量血液，不要

触摸伤口。伤口污染较重，应用纱布拭去污染物，伤口内异

物不要轻易取出。

（3）消毒。伤口较小者，应用 75%的酒精擦拭伤口周围

消毒。

（4）冲洗。伤口污染严重者，应用 0. 9%浓度生理盐水

冲洗伤口，但不要用一般水冲冼，也不要用消毒剂，不要乱

上药。

（5）包扎。用无菌或于净纱布、手绢、毛巾、绷带等

包扎伤口，注意包扎的方法，应使伤口闭合、止血。

（6）制动。伤口较大、较深可能损伤深部神经、血管、

肌腿等器官时，应注意控制肢体活动。

（7）就医。除较小、较浅的切割伤，其他均需在 6-8

小时内就医，以避免感染。若是生锈铁器或沾染泥灰的利器

造成的切割伤，应由医生决定是否注射破伤风针。

6、呼吸道梗阻（吸入异物）

多种食物或异物可引起儿童呼吸道梗阻，常见的有玩

具、糖果、果冻、花生术、塑料笔褶、眼药瓶盖、螺丝母、

小钉子等，严重的可导致儿童伤残或死亡。

【正确判断】

（1）声行异常。婴幼儿、儿童突然发生剧烈咳嗽、喘

鸣，或声音嘶哑，甚至窒息；较大的儿童还会做出特殊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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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拇指和其他手指抓住自己的颈部等。

（2）部分阻塞。若患儿能咳嗽，并伴有喘息声，表明

气道仅部分阻塞，还能继续进行气体交换，不要去干扰他试

图咳出阻塞的行为，应密切观察。

（3）完全阻塞。若患儿吸气时伴有高音调的嘈杂声，

呼吸困难逐渐加重，口唇、指甲、皮肤紫钳，表明气道完全

阻塞，应立即施救 。

应急要点

【婴儿清醒时】

（1）托儿。抢救者用前臂支在自己的大腿上，让婴儿

脸朝下骑跨于前臂，使其头低于躯干，然后一手牢牢握住婴

儿下颈，以支持其头颈部。

（2）拍背。用另一手的掌部用力拍击婴儿后背 4 次，

帮助松动其气道内的阻塞物。

（3）击胸。然后，将婴儿翻转，托住其背部，用两手

指猛击婴儿两乳头连线与胸骨正中线交界处下一横指处 4

次，驱使肺内空气向上进入气逋，以排出异物。

（4）反复。如此迅速交换婴儿体位，反复拍击其背部

及胸部，直至异物排出；若无明显效果，急送医院。

【婴儿昏迷时】

（1）人工呼吸。施行 2 次口对口（鼻）人工呼吸，若

婴儿胸廓上抬，说明气道顺畅；若婴儿胸廓不上抬，则表明

气道阻塞，需再次施以人工呼吸，直至婴儿气道顺畅。

（2）拍背击胸。轮换着拍击婴儿背部和胸部，连续数

次（方法见上文）。如抢救者手太小或婴儿太大，则可使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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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躺在抢救者的大腿上拍背击胸。

（3）张口取物。拍背击胸数次后，使婴儿脸朝上，施

救者将自己的大拇指放进婴儿口内舌部上面，使其口腔张

开，观察口内有无异物。必须在能见到异物时才能试图将其

取出。

（4）反复进行。若婴儿症状未见缓解，应反复拍背击

胸，直至医务人员到来。

【儿童 (1- 8 岁）清醒时】

（1）拳侧顶腹。施救者站在患儿背后，用一只手臂绕

其腰部，握拳；另一手握住该手手腕，将握拳手的拳侧顶在

患儿腹部正中线跻稍上方。

（2）冲击腹部。位置确定后，快速向内、向上冲击腹

部 5 次。每次冲击必须确切，以解除梗阻。

【儿童昏迷时】

（1）人工呼吸。对昏迷儿童，先实施口对口人工呼吸。

腹部冲击。经人工呼吸施救后，患儿气道开放，然后再施以

5 次脱下腹部冲击。

温馨提示

成人梗阻，也可互救。成人呼吸道梗阻可参照 1-8 岁儿

童的急救方法。

7、烟花爆竹炸伤

应选择合法的销售网点购买烟花爆竹，一次购买数量不

宜过多；乘坐车船、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时严禁携带。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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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得向人群、车辆与建筑物等抛掷；点燃后应立即返回

到安全位置；儿童燃放时应有成人看护、指导。

应急要点

【眼炸伤】

（1）覆盖伤眼。立即用清洁敷料如医用纱布或其他于

净、柔软的毛巾、布料等覆盖伤眼，立即就医。

（2）伤眼勿揉。眼炸伤后，不要用手揉。

【手炸伤】

（参见本手册“意外伤害应对烧（烫）伤”部分，并注

意包扎。）

8、毒蛇咬伤

应急要点

（1）勿奔跑。应保持镇静，制动伤肢；不要惊慌奔跑，

以免加速毒素扩散。

（2）要“结扎”。用手帕或绳、带在伤口近心端 3 厘米

处结扎，可防毒素扩散。结扎后，每半小时要放松 1-2 分钟。

（3）放冰袋。在伤口周围放冰袋，可以降低毒素吸收

的速度，同时降低毒素内酶的活力。

（4）排毒液。可用 1:5000 高锰酸钾液或 3%过氧化氢

液冲洗伤口；也可用吸乳器或拔火罐吸出毒液。

（5）服蛇药。常用中成药“季德胜”蛇药、半边莲等

都是治疗毒蛇咬伤的良药。俗话说：“家有半边莲，可以伴

蛇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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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速就医。

9、宠物咬（抓）伤

家养宠物日益普遍，常有人被猫、狗等动物咬伤、抓伤，

要警惕由此导致的狂犬病、猫抓热等疾病。狂犬病为我国法

定乙类传染病。狗为主要传染源，其他感染该病的温血动物

如猫、狼、鼠、猪、蝙蝠、狐等也可传播。人被病兽咬伤后，

潜伏期无任何症状，多数病例在 30 天后甚至 4- 6 个月后才

发病。一旦发病，病情进展迅速（多数 3-5 天，很少超过 10

天），病死率 100%。

被猫抓伤后引起的疾病被称作猫抓病或猫抓热，潜伏期

30 天左右，主要表现为伤口难以愈合、肉芽肿，以及轻度全

身症状如：头痛低热、全身不适、局部或接近伤口的向心性

淋巴结显著肿大等，病程迁延。

应急要点

【狂犬病】

（1）挤排冲洗。被犬等咬后立即向伤口方向挤捏，排

出带毒液的污血，或用负压吸毒火罐拔毒，但绝不能用嘴去

吸伤口处的污血，也不可加压止血，除非血流不止。

（2）伤口消毒。没有条件的，可用大量凉开水、盐开

水或清水反复冲冼。有条件的，可按以下顺序进行消毒处理：

先用 20%肥皂水反复冲冼。再用大量凉开水或盐开水反复冲

冼，然后用 75%酒精局部消毒，最后用 2.5%- 5%磺酒或 0.1%

新洁尔灭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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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处理后，尽快到医院就医。

（3）不包伤口。局部伤口原则上不缝合、不包扎、不

涂软膏、不用粉剂，以利伤口排毒，如伤及头面部，或伤口

大且深，伤及大血管需要缝合包扎时，应以不妨碍引流、保

证充分冲冼和消毒为前提。

（4）接种疫苗。抗狂犬病毒血清是速效作用，力争在

伤后 24 小时内使用；狂犬病疫苗是慢性作用，但作用持久。

狂犬病疫苗应急接种也是越早越好，应注射在三角肌最发达

的部位。

伤口较深要用破伤风抗毒素；伤口深、大，污染明显，

要用抗生素，并且要足量使用、早期使用。

（5）隔离患者。将患者严格隔离于较安静、光线较暗

的单人病房，避免不必要的刺激。

（6）严格消毒。患者的分泌物、排泄物要严格消毒处

理。日光、紫外线、通风、干燥可使狂犬病毒失去感染力；

高锰酸钾、3%以上浓度碘酒、1%福尔马林、70%酒精、加温

到 60℃达 15 分钟或加温到 l00℃达 2 分钟，可使狂犬病毒

完全死亡。

【猫爪热】

（1）清洗消毒。被猫抓伤后，应尽快清洗消毒损伤皮

肤。具体方法：在凉开水内加些食盐，反复冲洗伤口数次，

再用 2%磺酒消毒。

（2）口服药物。伤口较深、较大，应口服抗菌药物，

如头袍菌素、红霉素等，以预防猫抓病。

（3）及时就医。抓伤后 1 个月左右若出现发热、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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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向心性部位出现淋巴结肿大等症状，应及时就医。

（4）注射疫苗。虽然是被猫抓伤，但其爪子可能与狗

类有过接触，所以建议 24 小时内注射狂犬病疫苗。

温馨提示

（1）接种疫苗，减少危险。小猫、小狗等动物出生 3

个月后，应按规定的注射程序进行免疫。接种狂犬病疫苗 2

针以上才有保护作用。狂犬病的高危人群（如兽医、动物管

理人员等）应汪射狂犬病疫苗。

（2）病畜肉奶，不能食用。确认患狂犬病的动物，该

动物的肉不能吃，应当焚烧或深埋。疯动物和被其咬伤的家

畜的奶，处理原则与肉相同。

（3）人际传播，也要提防。人与人之间一般接触不传

染狂犬病，但被狂犬病患者咬伤，或移植其器官、组织，有

极高的危险性。

（4）“健康”猫狗也应当心。被貌似健康的猫、狗咬伤，

也不能大意。资料显示，健康狗携带狂犬病毒一的几率是

15.2%，尤其以小狗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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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急救常识

1、现场救护“黄金时刻”

患者受伤或发病的最初几分钟或十几分钟，是实施抢救

的重要时刻，医学上称之为“救命黄全时刻”。过去，人们

将抢救危重急症、意外伤害患者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医生身

上，对现场救护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往往使处于生死之际的

患者丧失了最为宝贵的抢救机会。

在事发现场，“笫一目击者”对患者正确的救护，能为

医院救治创造条件，最大限度地挽救患者的生命，减轻伤残。

【现场评估】

（1）评估事态。包括现场安全、事故原因、受伤人数

等。尤其要注意自身、伤病人及旁观者是否身处险境，伤病

人是否存在生命危险等。同时判断现场可以利用的资源、需

要何种支援及可能采取的救护行动等。

（2）保障安全。在进行现场救护时，应首先确保自身

的安全。若对触电者现场救护，必须先切断电源后再施救。

必要时，应使用个人防护用品，如使用呼吸面罩、呼吸

膜等实施人工呼吸，或戴上医用手套、眼罩、口罩等，阻止

病原体进人身体。

【判断病情】

（1）判断意识。首先应判断患者神志是否清醒。呼唤、

轻拍、推动患者，患者会睁眼或有肢体运动等反应，表明其

有意识；若无反应，则表明其意识丧失，病情危重。患者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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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倒地，然后呼之不应，情况多较为严重。

（2）畅通气道。气道畅通是保证呼吸的必要条件。若

患者有反应但不能说话、不能咳嗽，不能从其口鼻听到呼吸

音 5-10 秒，气道可能梗阻，须立即检查、清除梗阻物。

（3）检查呼吸。正常成人静息状态下每分钟呼吸 16- 18

次，危重病人呼吸会变得很快、很慢或不规则，呈叹息状。

若患者呼吸停止或不规则，应立即实施人工呼吸。

（4）检查心跳。正常成人心跳每分钟 60-100 次，儿童

每分 110-120 次。呼吸停止，心跳随之停止。检查心跳，可

手触病人颈部的颈动脉（喉结旁 2 厘米处），触摸 5-10 秒钟。

当某些心脏疾病如急性心肌梗死、心律失常等发作时，

以及严重的创伤、大出血等伤情危及生命时，心跳或加快，

每分钟超过 100 次；或减慢，每分钟 40-50 次或以下；或不

规则，忽快忽慢，忽强忽弱，均为心脏呼救的信号，应引起

重视。

（5）察看皮肤。迅速对患者皮肤的温度、颜色进行检

查。通常危重病人会面色苍白或青紫，口唇或指甲发纣，皮

肤发冷等。

（6）察看瞳孔。当患者脑部受伤、脑出血、严重药物

中毒时，瞳孔会缩小为针尖大小，或扩大到黑眼球边缘，对

光线不起反应或反应迟钝，甚至双眼瞳孔一大一小。瞳孔的

变化可显示脑病变的严重性。

（7）察看外伤。对患者的头部、颈部、胸部、腹部、

盆腔和脊椎、四肢进行检查，看有无开放性损伤、骨折畸形、

活动性出血、触痛等。如有出血，立即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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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急救与呼救

面对危、重、急症患者，是“先打电话”，还是紧急救

护后“快打电话" ?

在患者心脏骤停的情况下，应抓住“救命黄金时刻”，先

进行 1-2分钟的基础心肺复苏，若身边有手机或附近有电话，

再“快打急救电话”。大量资料表明，任何年龄的外伤或药

物过量或呼吸暂停患者，都会受益于通知医疗急救机构前接

受的 1 分钟的心肺复苏。若多人在现场，应视情况分工合作，

在实施救护的同时，立即通知医疗急救机构。

3、心肺复苏术

由各种原因所致的呼吸停止、心脏停搏，或呼吸、心跳

极度不规则，均可使病人濒临死亡。一旦发现病人心跳、呼

吸停止，应立即就地实施心肺复苏术（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

按压），争分夺秒进行抢救。

心肺复苏术最好由两人交替进行，一人实施难以坚持较

长时间，且劳累后动作不准，影响效果。

【人工呼吸】

（1）仰卧平放。将患者平放，使其仰卧，头部后仰，

头、颈躯于平直，双手放于躯于两侧。

（2）仰头抬额。抢救者左手置于患者前额，使其头部

后仰，右手食指与中指置于下颌骨近下频或颌角处，抬起下

顼，打开患者呼吸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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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捏鼻开口。用左手掌的根部压住患者的前额，并

用左手的拇指与食指捏紧患者鼻孔。用右手掀住患者下巴向

下、向后，使其口腔张开。

（4）包唇吹气。用自己的口紧包住患者张开的嘴，先

缓缓吹两口气，以扩张患者肺脏，检验开放气道的效果，每

次持续 1 秒钟以上。（若气道畅通，以后吹气时不必再进行）。

然后侧头深吸一口气，再紧包患者口唇，用力吹气（要求快

而深），直至患者胸部上抬。每次吹气量不宜过大。

（5）离口松员。每次呼气的同时，观察患者的胸部有

无相应起伏。吹气完毕，立即脱离患者口部，并抬起自己的

头，观察患者胸部，同时放松捏鼻的手，以便患者从鼻孔呼

气。

（6）侧头吸气。侧头深吸新鲜空气，以便做下一次人

工呼吸。

【胸外心脏按压】

（1）平放，露胸膛。将患者平放后，救助者跪在患者

身体右侧，解开其上衣，露出前胸。

（2）定位，交界处。按压部位为两乳头水平连线与胸

骨交界处（胸骨中、下三分之一处）。

（3）手法，掌根压。将一手掌根部放在按压部位，另

一手掌根部置于前一手背上，两手手指交又抬起，使手指脱

离胸壁观。

（4）压姿，双臂直。上半身略向前倾，双肩位于双手

的正上方，双臂垂直压在病人的胸骨上，借助自身上半身的

体重和肩臂部的力量向下按压，按压时不要左右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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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下压，5 厘米。将胸骨下压 4-5 厘米。按后放松臂

力，但手掌不能离开胸骨，应紧贴在胸壁上。

（6）每分，100 次。按压频率为 100 次/分钟。

（7）挤吹，“30:2”。无论单人抢救还是双人抢救，均

按压胸部 30 次后吹气两口，即“30:2”。吹气时暂停胸外按

压。

（8）中途，不能停。心脏按压应持续进行，中途不能

停止，直到医护人员到达。但为避免疲劳，每 2 分钟更换按

压者，每次更换尽量在 5 秒钟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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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报警常识

报警、求救免费打，无币、欠费也不怕。任何电话拨打

110、119、120、122 等报警、求救电话，均免收电话费；任

何投币、磁卡电话，在没投币和无磁卡的情况下，都可直接

拨打；手机在欠费状态下也可拨打。

1、110 报警电话

发生危及公共安全与个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突发事件

时，及时报警是每个社会成员应尽的义务。

有危难就打 110。公安机关 110、119、122 报警服务电

话已实行“三台合一”，发现治安、刑事案件，发生火灾、

交通事故，以及水、电、气、热等公共设施出现危及人身、

财产安全的重大险情时，都可拨打 110; 发现有人溺水、坠

楼、自杀、走失以及个人处于危险状态时，也可拨打 110。

“110”与各职能部门已建立联动机制，对各种险情都能提

供救助。

报警常识

（1）及时报警。发生险情，应立即报警。若情况危急，

无法立即报警，应在脱险后迅速报警。

（2）保护现场。报警后，注意保护现场，以利于警方

收集线索。

（3）地点讲清。应讲清险情发生的时间、地点。若地

形、地貌复杂，应告知周围标识比较明显的建筑物、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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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单位名称、门牌号或明显的地貌特征等。

（4）说明险情。应简要说明出险的原因，以及需要提

供何种帮助。

（5）留下姓名。报警人应留下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

等。

（6）迎候指引。了解救援人员到达的大致时间，提前

到附近标识比较明显的地点，如路口或巷口，等候并指引救

援人员。

温馨提示

小事不扰警，扰警有处罚。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要

随意拨打 110。乱拨打 110,干扰“110”的正常工作，将会

受到处罚。

2、119 火警电话

发现火灾，尽快拨打 119。除火灾外，“119”还参加其

他事故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如地震、洪灾、空难、建筑物

倒塌、危险化学品泄漏，以及群众在生活中遭遇的其他险情。

报警常识

（1）及时报警。

（2）地点讲清。

（3）说明火因。拨打 119 火警电话时，应特别说明起

火原因，如电路起火、煤气起火、汽油起火，或其他原因引

起的火灾，以利于消防人员携带相应的灭火装备与物资。

（4）留下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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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迎候指引。

3、120 医疗急救电话

120 是医疗急救求助电话，当身边有人突发疾病或受到

意外伤害时，应及时拨。

报警常识

（1）及时报警。

（2）地点讲清。

（3）说清病情。应说明患者的年龄、性别、患病时间

和典型症状，如胸痛、意识不清、呕血、呕吐不止、呼吸困

难等。若是意外伤害，应说明受伤原因，如触电、溺水、火

灾、中毒等，并讲清伤者的伤势。

（4）留下姓名。

（5）迎候指引。

温馨提示

等待同时，积极施救。灾难事故发生后，应在确保不造

成进一步伤害的情况下，采取有效措施对伤者进行急救，直

至医务人员到来。

4、122 交通事故报警电话

发生交通事故或交通纠纷时，情节轻微，可友好协商解

决；若需报警，可拨打 122 或 110 报警电话。

报警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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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及时报警。

（2）地点讲清。

（3）说明险情。应简要报告事故原因与人员、车辆伤

损情况。

（4）留下姓名。

（5）保护现场。交通事故发生后，肇事者及周围群众

应尽可能保护现场原貌，以利于事故处理时民警收集物证，

判断事故性质；同时注意尽可能不妨碍交通秩序。因妨碍交

通不得不变动现场的，先标明事故现场位置，或用手机、相

机拍下事故现场位置，再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

（6）警示标志。发生交通事故，应在车辆周围放置警

示标志，以免造成二次事故。

（7）记下车牌。若肇事车辆逃逸，应记下该车的车牌

号、车型、颜色等主要特征。

温馨提示

救护伤者。交通事故造成人员受伤时，应及时救护伤者，

并立即拨打 120 医疗急救电话。

5、其他求救方法

（1）短信求救。不便用电话以通话方式报警时，可通

过手机短信的方式报警求助。

（2） 网上报警。我省在各地重点网站设置有“报警岗

亭”栏目，在重点论坛建有“虚拟警察”栏目，可通过这些

栏目在网上报警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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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声响求救。可通过喊叫，吹哨子，敲击盆、桶或

其他物品的方式发出求救信号。喊叫时应注意停顿、休息，

以保存体力。

（4）光线求救。可用灯光、手电简照射发出光亮，或

用镜子反射灯光、阳光等方法发出光亮。3 次一组，停顿片

刻，再重复进行。

（5）抛物求救。在高处遇到危险时，可向下抛掷枕头、

书本、空塑料瓶等，以引起他人注意。但不宜抛掷笨重物品

及玻璃制品等，以免伤人。

（6）烟火求救。在野外遇到危险时，白天可燃烧树枝、

树叶、动物粪便等发出烟雾；晚上可燃烧干柴等发出明亮的

火光，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轮胎、弹簧垫、橡胶封盖、动

物脂肪、油、泥炭等都可作替代燃料。在野外用烟火求救时，

一定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引发火灾。

（7）摆字求救。用石块、树枝、衣物、帐篷等物品，

在空地上摆出“SOS”或其他求救字样，字号要尽可能大一

些。字号长度超过 6 米，更便于空中搜救人员识别。

（8）旗语求救。将旗子或亮艳的布料系在木棒上，持

棒做“横 8”字形运动，左侧长划，右侧短划。

（9）电码求救。摩尔斯电码的 SOS 求救信号，是国际

通用的紧急求救方式， 用“三短，三长，三短”信号表示，

长信号的时长是短信号的三倍。每发送一组信号，停顿片刻

后再发下一组。可利用光线发出求救信号，如开关手电筒、

室内照明灯、应急灯、汽车灯、矿灯或遮挡煤油灯等也可利

用声音发出求救信号，如吹哨子、按汽车喇叭以及敲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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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三次一组，不断重复，意在求救。几乎任何反复三次的

行为都意味着寻求援助。如点燃三堆火，制造三股浓烟，发

出三声口哨或三声枪响，发送三组声音或者灯光信号等。应

以三次为一组, 传递求救信号，每组间隔 1 分钟，不断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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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庭应急计划与应急物品储备

（一）制定家庭应急计划

1、了解住所周围疏散线路。

2、熟悉水、电、气总阀的位置和关闭程序。

3、紧急情况下，优先考虑老弱病孕等人的特殊需求。

4、妥善存放保单、房契、财产清单、存折等重要单据。

5、了解应对各种灾害事件的基本常识和急救常识。

6、家庭成员都要备一张信息联络卡。记录好本人姓名、

住址、家庭其他成员电话、血型、既往病史等信息。

（二）核对家庭安全事项

1、储存家庭应急物品并准备家庭应急箱。

2、针对不同灾难和事件，确定家庭中的避难点或“安

全房间”。

3、每半年给孩子们讲述一次安全知识，以免忘记。

4、让家人都知道电源总开关位置，确保紧急情况下会

切断总电源。

5、家中勿堆积易燃物品。

6、灯具须悬挂安全，并远离窗帘、衣物等易燃物品。

7、检查家中电线有无老化、裸露等现象。

8、紧急联络人、消防队、派出所电话贴在明显处。

9、勿将盛水的花瓶、水杯等放在家用电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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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排查家中其他的安全盲点。家庭中通常存在许多安

全盲点，请逐一核对你是否都注意到了。

（三）准备家庭应急储备箱

每个家庭都应储备一些必需的应急物品以备不测之灾。

通常可按下列清单储备应急箱内的用品：

1、食品和水：至少供每人用 3 天。

2、应急工具：灭火器、逃生绳、防烟面具、哨子、手

电筒等。

3、卫生物品及衣物。

4、医药包：家中或车内常备一个医药包，并保证家中

成员清楚它的位置和使用方法。

5、特殊物品：包括婴儿或病人的特殊用品，遗嘱、保

险单、合同，身份证复印件，社保卡。

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突发公共

事件主要分为以下四类：

一、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

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

二、事故灾难。主要包括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安全事

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事件等。

三、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

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

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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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

事件和涉外突发事件等。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

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在全球气候变

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近年来，我国自然灾

害损失不断增加，重大自然灾害乃至巨灾时有发生，我国面

临的自然灾害形势严峻复杂，灾害风险进一步加剧，灾害防

控应对不容忽视。为进一提高我市居民应对突发事件能力，

市减灾办编制了《潜江市防范应对一般突发事件和极端恶劣

天气工作指南》，确保极端天气等各类灾害事故发生时，居

民能有效防范应对，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由于编制时间有限，此次《潜江市防范应对一般突发事

件和极端恶劣天气工作指南》只着重介绍了一般突发事件和

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等突发事件防范应对，内容如有纰漏和差

错，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