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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溺水高发季
这些“干货”要牢记

随着暑期来临，气温逐渐升高，溺水事故也进入易发、高发期，预防溺水警钟再敲响！
如何预防未成年人发生溺水事故？不小心掉进水里，应该如何自救？哪些地方是高风险地点？家长和未成年人一定要谨记，江、河、池塘、水库

等野外水域很危险并不适合消暑降温，游泳、玩水一定要选择正规游泳场所，游泳时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严防溺水事故。

一、“四知”（家长）
知去向；
知同伴；
知归时；
知内容。

二、“六不”（孩子）

不私自下水游泳；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

况下游泳；
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

员的水域游泳；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不擅自下水施救。

预防未成年人溺水
“四知”与“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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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池预防溺水

一 、 带 孩 子 去 正 规 泳 池
游泳。

二、下水前，确保孩子已
经掌握相关安全技能，并确保
孩子已做好热身运动。

三 、 如 与 孩 子 一 起 游
泳，必须让孩子待在大人一臂
范围之内。

四 、 如 孩 子 自 己 下 水 游
泳，大人需时刻有效看护。

五、儿童的水上游泳玩具
不能替代标准的漂浮装备。

开放水域预防溺水

一、如带孩子去海滩玩水
或游泳，大人要做到时刻看护。

二、若多人一起到海边游
泳 ， 须 指 派 人 员 轮 流 看 管
孩子。

三、若在海中游泳，一定
要让孩子穿上安全、合格且适
合孩子体型大小的救生衣，并
系好所有卡扣。

四 、 如 带 孩 子 一 起 坐
船 ， 家 长 和 孩 子 都 要 穿 救 生
衣，并保证系好所有卡扣。

如何防止
未成年人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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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泳馆
在游泳池遇见有人溺水，立

刻大声呼叫救生员帮助施救。

在户外

一、发现有人溺水，要大声
呼叫，寻求帮助，同时拨打 110
报警并联系120急救人员。

二、不要直接跳下水或手拉
手施救，避免造成连环溺水的
悲剧。

三、寻找救生圈、木板、竹
竿、树枝等抛向溺水者，救人时
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避免被拉
入水中。

遇到溺水者
如何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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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一：溺水后都会瞎扑腾并大声呼救

真相：真正的溺水是快速而无声的。
溺水时，溺水者的手臂忙着划水，很难伸

出水面；鼻子、嘴巴时浮时沉，想呼救也很难发
出声音。

如果发现孩子在水中身体半直立、头顶露在
水面上、面部浸在水面下，不伸手呼叫，但也无挣
扎时，请务必提高警惕!

谣言二：会游泳、水性好就不会溺水

真相：每年夏天都有游泳溺水身亡的事故发
生，在溺亡者中也有会游泳、水性好的人。

切勿以为会游泳就很安全。

谣言三：“倒挂控水法”能救溺水者

真相：倒挂控出的水大部分是食道和胃中的
水，而对于溺水者来说，最致命的是吸入肺部
的水。

“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法排出肺内的水，还可
能把胃里的食物弄进气管，进一步增加阻塞呼吸

道的风险。尤其是对于心脏骤停的溺水者而
言，倒挂控水还会造成心肺复苏延误，增加死
亡率。

谣言四：有游泳圈就不会溺水

真相：充气式塑料游泳圈并不是专业的漂浮
装备。

当水流发生变化、人未抓住游泳圈或者充气
游泳圈漏气时，很可能酿成溺水事故。

谣言五：只要获救，溺水者就安全了

真相：当溺水者吸入过多的水就会引起呼吸
并发症，进而引发继发性溺水或干溺水。

此时，哪怕溺水者已经获救上岸，如果不及时
跟进治疗，液体积聚仍会导致呼吸窘迫、脑损伤甚
至心脏骤停。

谣言六：只要水面平静，下水就不会有危险

真相：实际上，水底情况很复杂。
特别是水库、池塘、河流等野外水域，暗流、暗

礁、水草、沟壑等，每一处都可能有生命危险。

谣言七：只要会游泳就能下水救人

真相：溺水者出于求生的本能可能会死死抓
住任何东西。

因缺乏救援经验，热心群众贸然下水救援反
被拖入水中的惨剧时有发生。

非受过专业训练或者经验丰富者，切忌下水
救人，应尽量使用长杆、漂物工具等实施救援。

谣言八：手拉手就能救起溺水者

真相：结成“人链”后，一旦有人因体力不支而
打破“平衡”，就会让多人落水，导致群死事件。

尤其是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切
勿盲目施救。

谣言九：溺水只发生在野外

真相：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
游泳池、家里的浴缸和水池等，都是导致孩子

溺水的“隐形杀手”。
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时，应时刻处于大人的

视线范围之内。

关于溺水的九大谣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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