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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以来，随着气温升高，外出游泳、野外戏水的人增多，青少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据

不完全统计，在青少年意外伤害致死的事故中，淹溺事故为“头号杀手”。家长一定要引起重视，不要

让孩子去游野泳！不要让孩子单独外出玩耍！不要让孩子到水边玩耍游泳！

“野泳”不是游戏 危险就在身边

雷雨天气本来就具有一定的危险

性，长期的雨水潮湿又会带来消防安

全隐患。汛期到来，十条安全守则需

要了解。

1. 雨季汛期，应多关注天气预报，

注意加强自身防范，做好防风、防雨等

保护措施。

2. 注意雨季健康，外出归来要洗

手，受污染的食物和水不要食用、饮

用，及时清理居室周边的雨水、垃圾，

减少蚊虫滋生，防蚊、灭蝇。

3. 雷雨天气时记住关好门窗，将

阳台摆放的物品和室外晾晒的衣物及

时收回，以免被风吹落砸伤他人。尽

量不使用电器，不要拨打、使用电话，

应拔除电源插头和电话线等可能将雷

电引入的金属导线。

4. 雨季要注意用电安全，不要超

负荷用电，电器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

电源。长时间不使用的电器在使用前

要先检查，防止电器受潮，突然接通电

源，发生危险。

5. 家电在雨季潮湿天气中容易发

生短路，要对家中电器、线路进行定期

检查，发现有损坏、老化的电线应及时

更换，尽量采用有保护层的绝缘导线。

6. 雨天中，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和

使用应格外小心，避免电器线路浸水

受潮引发短路造成起火。电动车也要

定期检查，出现问题及时维修更换。

7. 雷雨大风天气，尽量不要靠近

围墙、建筑物行走，防止建筑倒塌、高

空坠物等危险。在室外避雨，不要在

大树底下，不要接打电话，不要拿着金

属物品，以防雷击。

8.雨天尽量减少出行，若出行应注

意观察，绕开有水流漩涡的地方，防止

跌入窨井、地坑，不要在深水区逗留。

9.雨天行车要谨慎驾驶，要及时打

开雨刷器，调整灯光，放慢行驶速度。

10. 雨天行车，在有积水的路上需

要谨慎，不要强行冒险涉水通过。如

果车辆在水中熄火，切勿再启动；如果

受困，应及时报警或叫救援。

（丰台消防）

汛期十条安全守则

当发生溺水时

溺水者会

下意识地憋气、挣扎

但越挣扎下沉越快

肺中的氧气消耗也越快

出于本能会想着

大口吸气

但此刻吸入的却是水

吸入的水

进入气管后

喉部和支气管会出现痉挛

产生窒息

当溺水时间超过 130 秒

溺水者血压下降并最终归零

心脏停止跳动

据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发布的

《2022 中国青少年防溺水大数据报告》

我国每年约有

5.9 万人死于溺水

其中未成年人占 95% 以上

约有 5.6 万人

溺水是青少年意外伤亡的

头号杀手

每一起溺亡事故背后是

一个家庭的破碎

农村是溺水的重灾区

客观原因是

农村池塘、河流

湖泊、水库多

主观原因是

农村家长认为

农村的孩子

谁没呛过几口水?

预防孩子溺水

家长（监护人）是第一责任人

必须知道这四个事项

水边玩耍、下河玩水

三五成群结伴游泳

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

这些是导致

未成年人溺水的主要原因

知道发生溺水原因1

知道发生溺水时段2

放学后、双休日、节假日

暑假期间

是未成年人溺水的高发时段

知道孩子动向3

孩子去哪儿？和谁在一起？

在做什么事？啥时回家来？

也就是学校要求的

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

教育孩子做到“六不”4

1.不私自下水游泳；

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

 人员的水域游泳；

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不擅自下水施救。

特别要提醒的是在外打工的父母

在溺水高发时期

一定要跟孩子多通话多叮嘱

一定要跟爷爷奶奶多交待防溺水事项

发生意外落水

有两种自救方式

抱膝式、仰漂式

抱膝式自救1

双手抱住膝盖 低头成蜷缩状

这时人体会慢慢上浮

当感觉背部浮出水面时

迅速向下推水 同时抬头换气

下沉恢复抱膝状态

重复这个动作换气

这种方式可以延长自救时间

但有一定难度

仰漂式自救2

全身放松 双手向两侧伸直

让身体保持水平或略微倾斜

让口、鼻露出水面呼吸

其余的部位则在水面下维持浮力

呼吸时要吸多呼少

保持胸腔内有一定的空气

以增加身体的浮力

这种动作难度较小 所需体力较少

但风浪太大不宜采用

溺水者慌乱中

求生时力量惊人

不提倡

在没有安全保障下去救人

特别是未成年人

更不可贸然下水施救

当发现有人溺水时1

当溺水者救上岸后2

道路交通伤害 其他溺水

图：全球0-14岁儿童伤害致死主要原因构成对比

（人民网：2022中国青少年防溺水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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