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学生预防溺水班会教案反思 预防
溺水珍爱生命班会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既然教案这么重
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
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中学生预防溺水班会教案反思篇一

了解溺水安全的基本常识，培养有关防范意识。

1、用血的教训，使学生了解生命的脆弱无常，感悟生命只有
一次，要好好珍惜。

2、通过学习，让学生初步了解防溺水安全的相关知识，提高
学生防溺水安全的有关意识。

3、培养学生养成遵守防溺水安全的习惯。

教学准备：收集有关溺水的文字、图片资料，并制作多媒体
课件；

同时要求学生上网查找有关开展岸上急救的措施。

教学形式：多媒体教学。

请同学们谈谈你的看法……

小结：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都应该注意安全，珍爱自己的
生命。

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预防溺水的相关知识。



（一）讨论：溺水原因

学生思考后回答，教师根据学生回答作简要总结。

发生溺水事件的客观原因是什么？

1、不小心落入水中。

2、水中滑倒无法站立或水中嬉戏难以自控。

3、准备不充分，急于下水；或水中逞强，过度疲劳。

4、突然呛水，不会调整；浮具受损沉入水中。

5、游泳技术没掌握，碰到意外，惊慌失措。

6、水温过低，产生抽筋现象。

7、入水方法不当，撞到硬物而意外受伤。

8、冒险潜水（由于憋气事件过长，造成心肌缺血或中枢神经
系统骤停等）。

9、被溺水者紧抱不放的其他游泳者。

10、游泳场所的设施不当。（如有激流、漩涡、乱石、暗流、
暗礁等。

（二）讨论：如何预防溺水？

1、不私自下水游泳；

2、不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

3、不在不会游泳监护人的带领下游泳；



4、不到不熟悉的水域和水情险恶的地方游泳；

5、不到有危险的水边玩耍、戏闹。

（三）讨论：遇到他人溺水时如何施救

1、保持沉着冷静，并大声呼救，切不可盲目下水施救。

2、向附近的大人求救。

3、打电话(110、120)，说清地点、人员。

4、在确保自己安全的前提下，两人或两人以上一起利用身边
的树枝、竹竿、绳子等拉住落水者。

(四)如何开展岸上急救（展示图片，同时分享学生的劳动成
果）

3.若是溺者已昏迷，呼吸很弱或停止呼吸，做完上述处理外，
要进行人工呼吸。可使溺者仰卧，救护者在身旁用一手捏住
溺者的鼻子，另一手托着他的下颚，吸一口气，然后用嘴对
着溺者的嘴将气吹入。吹完一口气后，离开溺者的嘴，同时
松开捏鼻子的手，并用手压一下溺者的胸部，帮助他呼气。
如此有规律地反复进行，每分钟约做14—20次，开始时可稍
慢，以后可适当加快。不要坐等医生到来或不经处理直接送
医院，丧失最初宝贵的抢救时机。

(五)思考：自救方法

具体方法是采取仰面位，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努力使口鼻
露出水面，进行呼吸。呼气浅而吸气深，因为深吸气时，人
体比重比水略轻，可浮出水面等待救援。也可憋住气尽量不
吸气，以免呛水。不可将手上举或挣扎，因举手反使人下沉。
若因腓肠肌痉挛而致淹溺，立即呼救，自己将脚趾屈伸，并



采用仰面位，浮出水面，预防下肢抽筋。

讨论：那么，同学们知道如何预防游泳时下肢抽筋吗？

1.游泳前一定要做好暖身运动。

2.游泳前应考虑身体状况，如果太饱、太饿或过度疲劳时，
不要游泳。

3.游泳前先在四肢撩些水，然后再跳入水中。不要立刻跳入
水中。

小结：游泳小常识

1、必须在家长（监护人）的带领下去游泳。单身一人去游泳
最容易出问题，如果你的同伴不是家长（成年人），在出现
险情时，很难保证能够得到妥善的救助。

2、身体患病者不要去游泳。中耳炎、心脏病、皮肤病、肝、
肾疾病、高血压、癫痫、红眼病等慢性疾病患者，及感冒、
发热、精神疲倦，身体无力都不要去游泳，因为上述病人参
加游泳运动，不但容易加重病情，而且还容易发生抽筋、意
外昏迷，危及生命。传染病患者易把病传染给别人。

3、参加强体力劳动或剧烈运动后，不能立即跳进水中游泳，
尤其是在满身大汗，浑身发热的情况下，不可以立即下水，
否则易引起抽筋、感冒等。

4、被污染的（水质不好）河流、水库、有急流处、两条河流
的交汇处以及落差的河流湖泊，均不宜游泳。一般来说，凡
是水况不不明的江河湖泊都不宜游泳。

5、恶劣天气如雷雨、刮风、天气突变等情况下，也不宜游泳。

通过本次班会，同学们有什么想法呢？



小结：希望每一个同学牢记这句话：流水无情,生命可贵。

记住：不会游泳不要去玩水。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板书

一：溺水原因

二：如何预防溺水

三：遇到他人溺水时如何施救

四:如何开展岸上急救及自救方法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教学反思

此次主题班会的教学主要是通过课件演示、学生讨论、角色
扮演来完成，使学生认识到了在河道、水渠、池塘、水池、
水库中嬉水落水的危险；知道了不会游泳，游泳时间过长，
疲劳过度，在水中突发病尤其是心脏病，盲目游入深水漩涡
很容易造成溺水事故。让学生掌握了一定的溺水自救与预防
知识，达到了教育的目的。但是，安全教育不是一节课就能
解决的，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还要时时强调，经常提醒。

中学生预防溺水班会教案反思篇二

天气逐渐炎热，防溺水安全教育又成为学校安全教育的头等
大事。为了扎实有效的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工作，六月中旬
我校各班开展了“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班会”活动。



在主题班会上，各班主任向学生介绍了预防溺水常识和溺水
救护方法等各类安全知识。同时为安全教育深入人心，我校
经过“致家长的一封信”的形式，向学生家长宣传防溺水安
全知识，要求家长注重对孩子游泳技能的培养，提醒学生家
长强化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在节假日期间异常注意对孩子
加强管理与监督，防止孩子私自下水事件发生，切实肩负起
监护人的职责。

活动过程：

1、大家听一听有关溺水事件的报道。

听了这个故事，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心里都不会感到简便。
你是否感叹，是否惋惜，一个个生命就这样在世界上转瞬消
失？此刻，你在想什么？请同学谈谈你的看法。

小结：人，应当珍爱生命。今日这节班会我们就来学习“珍
爱生命，防止溺水”的安全教育。

1、什么是溺水？

讨论，归纳：溺水是常见的意外，溺水后可引起窒息缺氧，
如合并心跳停止的称为“溺死”，如心跳未停止的则称“近
乎溺死”这一分类以病情和预后估计有重要意义，但救治原
则基本相同，所以统称为溺水。

引导：溺水已成为我们小学生的“头号杀手”，随着天气逐
渐变热，溺水的危险将增加。

2、问：溺水原因主要有哪几种？

学生讨论，小结：不会游泳；游泳时间过长，疲劳过度；在
水中突发病尤其是心脏病；盲目游入深水漩涡。



引导：在炎热的夏季，许多人喜欢游泳，因为缺少游泳常识
而溺水死亡者时有发生。

3、如何保证游泳的健康和安全，避免溺水事件的发生？

我们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在无家
长或教师带领的情景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
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沟渠、溪边、池
塘、水库、海边、在建工地的积水坑等有水的地方玩耍，戏
水，洗手。请同学们必须要互相监督，互相提醒，若发现有
同学漠视生命，要及时通知家长和教师。必须要记住血的教
训，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讨论，讲解自救及抢救的方法：

对水情不熟而贸然下水，极易造成生命危险。万一不幸遇上
了溺水事件，溺水者切莫慌张，应坚持镇静，进取自救，对
于溺水者，除了进取自救外，还要进取进行陆上抢救。

2、学习自救及抢救方法

2、讨论，总结：

同学们，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于无穷地探索尚未明白的东西，
在无穷的探索里，你会看到光辉、灿烂的前景。让我们珍爱
生命，防止溺水。祝愿大家今日好，明天会更好!

中学生预防溺水班会教案反思篇三

天气逐渐炎热，防溺水安全教育又成为学校安全教育的头等
大事。为了扎实有效的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工作，六月中旬
我校各班开展了“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班会”活动。

在主题班会上，各班主任向学生介绍了预防溺水常识和溺水



救护方法等各类安全知识。同时为安全教育深入人心，我校
通过“致家长的一封信”的形式，向学生家长宣传防溺水安
全知识，要求家长注重对孩子游泳技能的培养，提醒学生家
长强化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在节假日期间特别注意对孩子
加强管理与监督，防止孩子私自下水事件发生，切实肩负起
监护人的责任。

一、导入

1、大家听一听有关溺水事件的报道。

听了这个故事，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心里都不会感到轻松。
你是否感叹，是否惋惜，一个个生命就这样在世界上转瞬消
失？此刻，你在想什么？请同学谈谈你的看法。

小结：人，应该珍爱生命。今天这节班会我们就来学习“珍
爱生命，防止溺水”的安全教育。

二、探讨溺水的原因

1、什么是溺水？

讨论，归纳：溺水是常见的意外，溺水后可引起窒息缺氧，
如合并心跳停止的称为“溺死”，如心跳未停止的则称“近
乎溺死”这一分类以病情和预后估计有重要意义，但救治原
则基本相同，因此统称为溺水。

引导：溺水已成为我们小学生的“头号杀手”，随着天气逐
渐变热，溺水的危险将增加。

2、问：溺水原因主要有哪几种？

学生讨论，小结：不会游泳；游泳时间过长，疲劳过度；在
水中突发病尤其是心脏病；盲目游入深水漩涡。



引导：在炎热的夏季，许多人喜欢游泳，因为缺少游泳常识
而溺水死亡者时有发生。

3、如何保证游泳的健康和安全，避免溺水事件的发生？

我们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在无家
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
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沟渠、溪边、池
塘、水库、海边、在建工地的积水坑等有水的地方玩耍，戏
水，洗手。请同学们一定要互相监督，互相提醒，若发现有
同学漠视生命，要及时通知家长和老师。一定要记住血的教
训，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三、学习自救及抢救的方法

1、讨论，讲解自救及抢救的方法：

对水情不熟而贸然下水，极易造成生命危险。万一不幸遇上
了溺水事件，溺水者切莫慌张，应保持镇静，积极自救，对
于溺水者，除了积极自救外，还要积极进行陆上抢救。

2、学习自救及抢救方法

四、怎样珍惜每一天？

2、讨论，总结：

同学们，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于无穷地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
在无穷的探索里，你会看到光辉、灿烂的前景。让我们珍爱
生命，防止溺水。祝愿大家今天好，明天会更好！

中学生预防溺水班会教案反思篇四

学习溺水安全的基本常识，培养有关防范意识。



教学目标：

1、了解有关溺水安全相关知识，感悟生命的可贵。

2、培养学生养成遵守防溺水安全的习惯，掌握溺水救护方法。

教学重难点：

难点：溺水安全自救方法的指导。

教学准备：收集有关溺水的文字、图片资料，并制作多媒体
课件。

教学形式：多媒体教学。

教学设计：

一、导入新课

【新闻回放】2011年4月24日下午，莆田市秀屿区东庄镇西温
村小学2名学生，到笏石镇温东村下尾盐场附近一养虾池戏水
时，不慎溺水死亡。2011年5月26日下午，重庆开县长沙镇再
次发生这样的悲剧，当地陈家小学10余名小学生一起私自下
河洗澡，结果4名男生溺亡。

(师)听了这个案例，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心里都不会感到
轻松。针对这起事件，你想到了什么呢?请同学们谈谈你的看
法。

学生思考后举手回答自己的想法。

(小结)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都应该注意安全，珍爱自己的
生命。

(师)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预防溺水的相关知识(板书



课题：防溺水安全教育)。

二、新课教学

(一)溺水原因

在炎热的夏季，大家都想到河里或池塘里游泳。然而，因为
缺少游泳常识而溺水死亡者时有发生。

【幻灯片放映】图片展示近六年全国0——14周岁儿童溺水死
亡情况柱形图。(引导学生明白)溺水在所有意外伤害死因中
所占的比重，6年来持续保持在一半以上的水平，趋势有增无
减。图片展示近六年全国0——14周岁儿童溺水死因构成
图，(让学生明白)溺水在所有意外伤害死因中的比例在半数
以上。图片展示2011年4月24日下午，莆田市秀屿区东庄镇西
温村小学2名学生，到笏石镇温东村下尾盐场附近一养虾池戏
水时，不慎溺水死亡。2011年5月26日下午，重庆开县长沙镇
再次发生这样的悲剧，当地陈家小学10余名小学生一起私自
下河洗澡，结果4名男生溺亡。据相关媒体报道，每年暑假，
医院急诊科都会遇到大量因遭遇溺水意外事故求救的病例，
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因现场急救措施不得力而错失抢救时
机，令人痛心。

学生思考后回答，教师根据学生回答作简要总结。

【幻灯片展示溺水原因】1、可能是在河道、水渠、池塘、水
井、水池、水库中嬉水落水引起的;2、也可能是街道下水道
无井盖，下大雨时看不清，致使人落入下水道，建筑工地水
沟积水、开放性水域无明显警告标志和隔离栏;3、不会游泳，
游泳时间过长，疲劳过度，在水中突发病尤其是心脏病，盲
目游入深水漩涡。

(师)因此多学一些自救与互救的知识和技能，可以给自己与
他人的生命多一份保障。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有关专家对



溺水致死原因和溺水症状的描述。

(二)致死原因

【幻灯展示】据医学专家解释，溺水致死原因主要是气管内
吸入大量水分阻碍呼吸，或因喉头强烈痉挛，引起呼吸道关
闭、窒息死亡。

(三)溺水症状

【幻灯展示】据医学专家解释，溺水症状主要表现为呼吸困
难，嘴唇和指甲青紫，嘴唇和口鼻四周有泡沫，重者则昏迷
或呼吸心跳停止。

(四)如何自救

生作讨论后，师鼓励其列举各自想法。

(师)同学们所谈的想法都相当不错，我觉得刚才大家的想法
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幻灯图片展示】

(1)发现溺水者如何将其救上岸。

1、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物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
边。

2、若没有救护器材，会游泳者可以入水直接救护。接近溺水
者时要转动他的髋部，使其背向自己(为什么?)然后拖运。拖
运时通常采用侧泳或仰泳拖运法。

【角色扮演】学生按照以上方法，全班学生每2人分成一个小
组，进行模拟演示，1人扮演溺水者，1人扮演救护者。抽几
个小组轮流上台表演，其他同学细心观察，最后做出总结，



并指出优点和不足。

(2)如何开展岸上急救

【幻灯图片展示】

第一步：当溺水者被救上岸后，应立即将其口腔打开，清除
口腔中的分泌物及其他异物。如果溺水者牙关紧闭，要从其
后面用两手的拇指由后向前顶住他的下颌关节，并用力向前
推进。同时，两手的食指与中指向下扳颌骨，即可搬开他的
牙关。

第二步：控水。救护者一腿跪地，另一腿屈膝，将溺水者的
腹部放到屈膝的大腿上，一手扶住他的头部，使他的嘴向下，
另一手压他的背部，这样即可将其腹内水排出。

第三步：如果溺水者昏迷，呼吸微弱或停止，要立即进行人
工呼吸，通常采用口对口吹气的方法效果较好。若心跳停止
还应立即配合胸部按压，进行心脏复苏。心肺复苏的目的在
于尽快挽救脑细胞，避免因缺氧引起细胞坏死。因此施救越
快越好，同时注意要在急救的同时，要迅速打急救电话，或
拦车送医院。

【角色扮演】学生按照上述方法，全班学生每2人分成一个小
组，进行模拟演示，1人扮演溺水者，1人扮演救护者。抽几
个小组轮流上台表演，其他同学细心观察，最后做出总结，
并指出优点和不足。

(五)预防措施

(师)为了不让溺水事故侵害我们的生命，加强预防是关键。
如何预防溺水事故，同学们有什么好的想法不妨为老师出几
个点子。



根据学生出的点子归纳小结。

1、学习溺水相关知识，知道溺水的危害性，了解一些溺水的
预防和急救措施。

2、未经家长、老师同意不去游泳。不要单独到河边、池塘边
玩耍。年龄小的儿童外出玩耍一定要有家长带领，不能单独
乱跑，以防跌入下水道和粪池。

3、初学游泳时，可参加游泳学习班，由老师辅导。不要在标
示禁止戏水的区域游泳和嬉水，若在江、河、湖、海游泳，
则必须有伴相陪，不可单独游泳。

4、学会游泳后也不能忽视水上安全，下水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活动，游泳时要根据自己的体力和能力量力而行，饥饿、太
饱和疲劳时不能下水。

5、发现下水道无井盖，应及时与有关部门联系以便尽快检修。

(六)倡议书

【幻灯展示】

1、对自己负责：树立安全意识，加强自我保护。绝不参与没
有家长陪同的游泳活动，绝不到危险、陌生的河塘游泳，绝
不在河塘边垂钓鱼虾，绝不做危险举动，绝对远离溺水杀手。

2、对家人负责：如果游泳，一定要在自己的家长陪护前提下，
到安全的、正规的游泳场所游泳，并要做好相应准备活动，
防止溺水事件的发生。

3、对学校负责：要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不断强化安全
防范意识，以血为鉴。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珍爱生命，谨
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学会相关的预防溺水知识，并能将



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实际，掌握溺水自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4、对他人负责：在加强自我安全意识的同时，要努力做好说
服教育工作，对于那些违反学校纪律，私自外出游泳的行为，
要坚决抵制、劝阻。

三、总结结束

同学们，今天我们通过学习，掌握了一定的溺水自救与预防
知识，大家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要加强学习，经常模拟演
练，巩固所学知识，要随时提高警惕，特别是在比较危险的
地方，严防溺水事故的发生。祝愿大家今天好，明天会更好!

中学生预防溺水班会教案反思篇五

在班会上，通过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预防溺水、防雷电”
安全知识的宣传，包括“溺水常识”、“溺水的预防与急
救” ，帮助学生了解雷电的危害以及如何防止雷电，为学生
营造一个和谐、安全的学习氛围，避免自然灾害对学生造成
伤害.使学生进一步掌握了相关的救生与自救知识，更是进一
步提高了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护能力，使广大同学更加认识到
“安全无小事，事事有安全”。

1初步了解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知道每一个学生都要提高安
全意识。

2利用防雷电知识宣传活动，不断提高学生自我安全防范意识。

3重视防雷，防溺水安全知识的学习，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
识，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活动形式：以讨论为主

a：夏天来了，暑假快到了，游泳是大家喜爱的消暑解热的活



动。

b：是啊！对同学们来说，游泳不但可以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还可以提高身体的协调性。但是游泳必须要注意一定的安全。
每年都有很多青少年发生游泳溺水事故。一个个例子，一组
组数据，实在让人触目惊心。

4月15日，石台县中学1名高一学生与同学结伴擅自下河游泳，
泥水身亡。 5月7日，山西省应县7名中小学生结伴到一水库
玩，其中1名小学生五年级女生在水库边洗手时，不小心踩空
滑落水中，其他同伴伸手去救落水学生，5名学生陆续坠入水
中，溺水身亡。5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石塘高中4
名学生外出游玩，在返回途中遭遇洪水，溺水身亡。

a: 有的学生私自下水,没有成人的陪同下；有的学生为了逞强
好胜，在不知水的深度和水底的情况下，就潜入水底；有的
甚至在水里连续游两个小时以上，还做各式各样的姿势，这
样很容易因体力不支而溺水；等等。

a：这必须多方面努力。如：家长要加强暑期儿童的人身安全
监护措施，同时提醒儿童不要擅自到水库、池塘等水域游泳。
游泳时必需有救生设施和熟悉水性的成年人陪护，到游泳馆
游泳需有专业救生人员陪护。儿童必需掌握必备的游泳安全
的知识。也必需掌握必备的游泳急救知识和自救知识。等等。

班长：现在我们来说一说游泳安全的知识。

a：保持自身良好的身体状态；下水时切勿太饿、太饱。饭后
一小时才能下水，以免抽筋；饮酒不宜游泳；有开放性伤口、
皮肤病、眼疾不宜游泳；感冒、生病、身体不适或虚弱不宜
游泳。

b：做好充足准备工作，预防抽筋；做好身体热身准备工作，
游泳前先在四肢撩些水，然后再跳入水中。不要立刻跳入水



中；腹部疼痛时，应上岸，最好喝一些热的饮料或热汤，以
保持身体温暖。

d：游泳时禁止与同伴过份的开玩笑；要在有救生员及合格场
所游泳。

班长：万一不幸遇上了溺水事件时我们怎样自救？

a：万一不幸遇上了溺水事件，同学们切莫慌张，应保持镇静，
积极自救：水中切忌慌、乱，如遇抽筋，请保持冷静；当发
生溺水时，不熟悉水性时可采取自救法，此时千万不要慌张，
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而使身体下沉更快。

b：对于手脚抽筋者，若是手指抽筋，则可将手握拳，然后用
力张开，迅速反复多做几次，直到抽筋消除为止；若是小腿
或脚趾抽筋，先吸一口气仰浮水上，用抽筋肢体对侧的手握
住抽筋肢体的脚趾，并用力向身体方向拉，同时用同侧的手
掌压在抽筋肢体的膝盖上，帮助抽筋腿伸直；要是大腿抽筋
的话，可同样采用拉长抽筋肌肉的办法解决。

a：同学们，若遇到溺水者，应迅速游到溺水者附近，观察清
楚位置，从其后方出手救援。当没有把握时不应下水救人，
可一面大声呼救一面利用竹竿、树枝、绳索、衣服或漂浮物
抢救。让落水者攀扶上岸。

班长：在救护溺水者时，怎样进行急救？

a：将伤员抬出水面后，应立即清除其口、鼻腔内的水、泥及
污物，用纱布（手帕）裹着手指将伤员舌头拉出口外，解开
衣扣、领口，以保持呼吸道通畅，然后抱起伤员的腰腹部，
使其背朝上、头下垂进行倒水。

b：呼吸停止者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一般以口对口吹气为最
佳。



c：心跳停止者应先进行胸外心脏按摩。

a：今天我们在班会上通过多种形式对同学进行“预防溺水”
安全知识的宣传，包括“溺水常识”、“溺水的预防与急
救”等等，教育同学要保持高度的安全意识，提高对溺水危
害的认识，坚决杜绝溺水事故的发生。

b：经过今天的学习，我们掌握了游泳的安全知识和急救基本
常识。为了更好的记忆，我在这里给同学们朗诵诗歌“防溺
水歌”。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
深水很重要。

我防溺水有高招，泳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脚弯弯腰，预备
动作不可少。

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杯
糖水解疲劳。

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
远离危险身体好。

案例讲述：时间：2004.5.18晚上 地点：贵州省贵阳市

这天晚上，天气闷热、乌云密布，贵阳市花溪麦坪乡彭关页
岩砖厂承包人樊世成和周小平、何灼青等七人围坐于该厂工
棚内吃晚饭。 8时10分左右，突然一声炸雷响过，靠在门方
一侧的樊世成应声倒地。见此情景，民工们一边将他抬到床
上，一边打电话向医院求救。两小时后医护人员赶到，樊世
成不治身亡。 事后有关部门的现场调查资料显示：民工工棚
高仅3米，无防雷装置，电视机室外天线高出屋面5米。天线
安装点距离灾害点直线距离为2米。发生雷击事故时樊世成身
穿湿衣站于门侧，电视机天线连线正好位于身后上部。



雷电对人体的伤害，有电流的直接作用和超压或动力作用，
以及高温作用。当人遭受雷电击的一瞬间，电流迅速通过人
体，重者可导致心跳、呼吸停止，脑组织缺氧而死亡。另外，
雷击时产生的是火花，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皮肤烧灼伤。雷
电击伤，亦可使人体出现树枝状雷击纹，表皮剥脱，皮内出
血，也能造成耳鼓膜或内脏破裂等。

1.缺少避雷设备或避雷设备不合格的高大建筑物、储罐等；

2.没有良好接地的金属屋顶；

3.潮湿或空旷地区的建筑物、树木等；

4.由于烟气的导电性，烟囱特别易遭雷击；

5.建筑物上有无线电而又没有避雷器和没有良好接地的地方。

1.建筑物上装设避雷装置。即利用避雷装置将雷电流引入大
地而消失。

2.在雷雨时，人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
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更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
或在大树下躲雨。

3.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在郊区或露天操作时，不要使
用金属工具，如铁撬棒等。

4.不要穿潮湿的衣服靠近或站在露天金属商品的货垛上。

5.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等。

6.在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之时，若旅游者在旅店休息，应立
即关掉室内的电视机、收录机、音响、空调机等电器，以避
免产生导电。打雷时，在房间的正中央较为安全，切忌停留
在电灯正下面，忌依靠在柱子、墙壁边、门窗边，以避免在



打雷时产生感应电而致意外。

1、打雷时，要关好门窗，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手机或
上网，拔掉家用电器的电源以及电话线、电视闭路线等可能
将雷电引入的金属导线。

2、在室内也要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以及跟屋顶相连的下水管，
铁丝不要拉到窗户、门口。

3、遇到突然的雷雨，出现发硬竖起来时，应该双脚并拢蹲下，
同时拿掉身上的金属物品和发卡、项链等，不要与人拉在一
起，最好使用塑料雨具、雨衣等。

4、外出躲避雷雨时，要注意不要躲在洞穴、大石、悬崖、草
棚和孤树等危险地方。

5、注意收听天气预报，有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并提前
做好应急预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