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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火时应该往上跑还是往下跑

火灾逃生别犯5种错误

火灾发生难免着急，很容易出现错误的逃生行

为。以下火灾中五种常见的错误行为，千万别犯：

1.习惯心理，即原路逃生（×）

公共场所的旅客、顾客、游客对环境不熟，对避难

路线不了解，当发生火灾的时候，绝大多数是奔向来时

的路线，倘若该通道被烟火封锁，就再去寻找其他入

口。殊不知，此时已失去最佳逃生时间。

因此，进入公共场所时，一定要对周围环境和安全

出口、疏散通道进行必要的了解与熟悉，确保一旦发生

火灾可以快速自救逃生。

2. 向光心理，向亮的地方跑（×）

在紧急危险情况下，人的本能、生理、心理决定，总是

向着有光、明亮的方向逃生，但这些地方可能是危险之

地。因为火场中，90%的可能是电源已被切断或已造成短

路、跳闸等，光和亮之地正是火魔肆无忌惮的逞威之处。

正确方法是，沿着“安全出口”发光指示标志的指

引下向最近的安全出口逃生。

3. 从众心理，危急时刻没有自己的判断（×）

当人的生命突然面临危险状态时，极易因惊惶失

措而失去正常的判断思维能力，当听到或看到有人在前

面跑动时，第一反应就是盲目地紧紧追随其后。

常见的盲目追随行为模式有：跳窗、跳楼，逃进厕

所、浴室、门角等。

4. 自高而下，习惯往下跑（×）

当高楼大厦发生火灾，特别是高层建筑一旦失

火，人们总习惯性认为，火是从下往上着的，越高越危

险，越下越安全，只有尽快逃到一层，跑出室外，才有

生的希望。

殊不知，这时的下层可能是一片火海。特别是只

有一条疏散楼梯、不具备防火防烟功能的老旧民房，是

非常危险的。

不要盲目沿楼梯逃生，可在房间内采取湿毛巾捂

口鼻、往门上浇水冷却、往有新鲜空气的阳台躲避等方

法，告知119你的具体位置，等待消防人员救援。

5. 冒险跳楼（×）

当选择的路线逃生失败、火势愈来愈大、烟雾愈来

愈浓时，人们很容易失去理智，有些人会选择冒险跳楼。

即使楼下有救援气垫，一般的气垫也只能承受6层

及以下高度，从6层以上高度往救援气垫上跳，相当于没

有安全保护，后果和楼下没有救援气垫就跳楼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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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疏散时常见的一个严重误区，就是用湿毛巾捂

住口鼻“穿越浓烟”逃生。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社会

消防工作指导处负责人司戈曾给出过这个权威解答：据

介绍，湿毛巾捂口鼻的做法是大约100年前从美国传来

的，当时高分子材料少，有毒烟气少，如有轻微烟气，用

湿毛巾捂口鼻可以通过。现在建筑材料发生变化，逃生

方式也应改变。正确做法是尽量不穿过浓烟，寻找能够

安全逃生或等待救援的地方。这个视频一出引发了网

友的热议。

有网友表示，湿毛巾不是万能的，大火中的浓烟真

的非常可怕；也有网友表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用湿

毛巾做一些防护总比没有防护的好。为了破解这个疑

问，北京通州消防支队消防员祁兴龙曾三次采用“湿毛

巾捂住口鼻”方法在充满浓烟的场景进行试验，他发现

该方法虽然有局限性，但可以让置身火场的人保持镇

定，也能抵挡一定的刺鼻气味。

“火灾现场产生的几种致命气体中，一氧化碳是无

法溶于水的，这就是湿毛巾捂口鼻这一方法的局限性。”

祁兴龙建议，逃生方法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关键是防

患于未然。从专业消防的角度来说，建议市民家中准备

一些灭火器和逃生面罩等专业器材。

最后总结一下，其实就是：千万不要以为有湿毛巾

就可以无所顾忌地穿越浓烟！湿毛巾是否有效得看具

体情形，但有胜于无。在高温和浓烟条件下，湿毛巾确

实起不到多大作用，但在火灾初始阶段或者等待救援

时，湿毛巾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湿毛巾捂口鼻逃生存在误区

很多人以为，发生火灾时，对人伤害最大的是烧

伤，其实浓烟才是火灾中致人死亡的最大危险因素。

浓烟致人死亡的元凶是一氧化碳。在一氧化碳浓度

达1.3%的空气中，人吸上两三口气就会失去知觉，呼

吸13分钟就会死亡。而常用的建筑材料燃烧时所产

生的烟气中，一氧化碳的含量高达2.5%。此外，火灾

中的烟气里还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另外还有一些

材料，如聚氯乙烯、尼龙、羊毛、丝绸等纤维类物品燃

烧时能产生剧毒气体，对人的危害更大。

同时，火场中的浓烟和气体还会造成吸入性损

伤。吸入性损伤，就是指热空气、蒸汽、烟雾、有害气

体、挥发性化学物质中某些化学成分被人体吸入后，

造成呼吸道、肺实质的损伤，以及毒性气体和物质吸

入引起的全身性化学中毒。

发生火灾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跑。那么问题

来了，如果在高楼里遭遇了火灾，你该往哪里跑，是向上

还是向下？火场中大多数伤亡是烟气所致，烟气上蹿的

速度极快。比如，一栋 100 米高的建筑物，半分钟的时

间烟气就能到顶层，这正是高层失火逃生难的真正原因

所在。

专家建议，先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判断火势，放低体

位迅速疏散。寻找消防通道，向着远离火源方向逃生，

万万不可搭乘电梯。尽量不向楼上逃生，因为大部分高

楼的楼顶露台是锁死的，等发现的时候，就错过了最佳

逃生时机。如果已经有烟气在蔓延，应当携带打湿的毛

巾，并多折叠几层后捂住口鼻，阻隔有毒烟气进入呼吸

道，然后放低体位迅速逃离。

当你向下面楼层逃生时，发现火源在更下方的位

置，这时候切记不要去穿过起火点，因为火场中心温度

可高达 1000 摄氏度。这时候要做的是，迅速向上面楼

层移动，寻找一个合适的“避火点”。首先，不能选择没

有窗户的小房间，比如洗手间、储物间，没有窗户的房间

可能会导致人窒息。其次，不能去装有防盗网的房间，

这会给消防员施救带来困难。最佳的“避火点”是选择

在靠近楼房主干道的房间，不要大声呼救，以免消耗更

多氧气，吸入过多的一氧化碳和氮气。

发生火灾时，无论你在哪个建筑物里，只要在三楼

以上，地面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话，不可盲目选择跳楼

逃生。所处的楼层不高的话，如果是在白天，应当寻找

衣服、床单或布条，拧成绳拴在室内牢固物体上，缓慢沿

外墙爬下，但要切实将床单、衣服、布条等扎紧，避免其

断裂或结头脱落；如果是在晚上，应当使用手电筒或其

他光源引人注意，但是不可以使用打火机，因为在火场

中，打火机并不明显，并且会导致可燃气体爆炸。高层

居民在遇到火灾时，第一时间自救至关重要，学会使用

消防器材，是大家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

日前，教育部公布了 2020-2021 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

性竞赛活动名单，名单分为“自然科学素养类”“人文综合素养

类”“艺术体育类”三类，共有“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等35项竞

赛进入名单。

此次名单的公布是根据《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

赛活动管理办法（试行）》精神，由主办单位自主申报，经教育

部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公示和复核等程序后最终确定。所有

进入名单的竞赛必须坚持公益性，不得以盈利为目的，坚决做

到“零收费”。竞赛的举办时间原则上为 2021 年 8 月前，人员

聚集的竞赛具体举办时，主办单位须报举办地疫情防控部门

同意。

教育部要求，各地要按照《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

活动管理办法（试行）》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面向中

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竞

赛管理工作，对名单内的竞赛加强监管，对名单外的违规竞赛严

肃查处，切实发挥办赛对促进发展素质教育的导向作用，维护良

好育人环境。

□ 江亚萍/整理自《教育部政务新媒体“微言教育”》

速递！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公布
请认准2020-2021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这35项

10岁男孩“教科书式自救”上热搜！

这些知识孩子越早知道越好

日前，江西九江一小区住户家的厨房起火，独自在家的小男孩立即拨打119求助，清晰说明自家失火情况及家庭住址。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男孩及时给消防员带路。经处置，火灾得到控制。小男孩的沉着应对，不仅获得了消防员的肯定，#家中失火儿子教科书式自救#更是冲上微博热搜榜。面对火灾，教科书式自救是怎样的？在人们熟知的自救方式中，有哪些误区需要纠正？如果你和孩子还不了解，快来补课吧。
□ 江亚萍/整理

浓烟是“夺命恶魔”

一旦遇到烧伤的情况，请谨记急救“四字诀”：

“脱”“冲”“裹”“送”。

“脱”指的是烧伤后第一时间脱离致伤物，立即

扑灭火焰、脱去燃烧衣物。

“冲”指的是用自来水冲洗伤口，并持续用冷水

冲，这样能使局部快速散热，降低创面残余热量对皮

下深部组织的伤害，减轻疼痛。

“裹”指的是用洁净毛巾湿敷并包裹创面，预防

创面污染及再次伤害。

“送”是指及时送至医院，切记烧伤面积较大或

病情较重的，可能会引起休克，一定要保持输液状态

转移，以防休克后无法输液。

若是被爆竹烧伤，那么，急救措施则需要在“冲”

和“裹”中间加上一个“泡”字。

“泡”指的是在被烟花或爆竹烧伤或烫伤后，应

尽快用大量自来水或干净冷水冲洗浸泡至少半个小

时。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一方面，可以减少烧伤者

的灼痛感，减少皮肤表面残余的热量；另一方面可以

迅速消除致伤因素，缓解创伤疼痛。

烧伤事故时有发生，我们不仅要学习烧伤的急

救措施，更要提前预防此类事故，降低烧伤发生的可

能性。

关于烧伤发生时的急救措施，很多人迷信“土方

儿”和“偏方儿”，遇到烧烫伤的第一反应是自行涂抹

牙膏、碘酒、紫药水等，并且认为这样的“土办法”更加

有效。其实这是不正确的，若是烧伤后在创面上擅自

涂抹药物，不仅不会起到治疗烧烫伤的作用，有时还

会掩盖创面，使医生无法立刻确定创面大小和伤口深

度，甚至导致细菌滋生和创面感染，让病情更加严重。

□ 来源：根据中国应急管理综合整理

谨记烧伤急救“四字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