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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济南４月２０日电 地震
突袭，人们往往反应不及。记者采访
了曾参加汶川等多次地震救援工作
的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长、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高波。

“首先需要了解自己所在的房屋
条件、楼层，哪里是承重墙、哪里是求
生通道、哪里有柱子。”高波说，根据
他的经验，城市房屋条件优于农村，
新建房屋条件优于老旧房屋。

其次，在房屋条件相对较好的区
域，需要综合考虑楼层、房屋结构等因
素，选择最佳求生方式。“通常一次地震
波最长只持续几十秒，这么短的时间，
要从５楼以上跑到平地，几乎不可能。”
高波提醒，在高层居住的百姓，感受到
地震时尽量不要过于惊慌，远离玻璃、

窗户、水电开关，避免被杂物误伤；远离
外墙，避免在地震引起房屋晃动时被甩
出去。

关于“地震来时躲在‘生命三角’内
存活机会最大”的说法，高波认为这个

“生命三角”可遇不可求，只是一种不得
已而为之的办法。在地震发生时，人们
无法预先知道地震的方式、倒塌发生的
方向，也就无法知道什么地方会有所谓
的三角求生空间。相比之下，伏地、双手
抱头去寻找遮挡物更为简单可行。

“房间越小越安全，房屋结构越
简单越安全，离柱子越近的地方越安
全。”高波总结道，“所谓有柱子的地
方，一般是屋里有拐角、几面墙交界
的地方，通常小卫生间、小储藏室就
是房子里相对安全的地方。”

在地震前，家庭应准备
急救用品，如：斧头、铁铲、
扫帚、螺丝刀、钳子、铁锤、
扳手、绳子、塑料布、塑料
袋。厚底鞋、手套、蜡烛、打
火机、水果刀、橡胶管、帐
篷、毯子或睡袋、手电筒、电
池、基本的急救药物、防护
眼镜、多用途灭火器、洗漱
用品。将这些急救用具装在
工具箱或渔具箱以便于携
带以及防水。其他急救物品
包括：急救手册、剪刀、镊
子、温度计、香皂、纸巾、防
晒霜、一次性纸杯、安全别
针、针线、医用冰袋、夹板
等。

急救药物一般包括：过
氧化氢，用于清洗和消毒伤
口；抗生素药膏；个人用的
包装好的酒精棉签；阿斯匹
林及其他药物；处方药及其
他需要长期服用的药物；抗
腹泻药物；滴眼液。另外用
于外伤包扎的绷带、纱布、
医用胶条、医用棉花等。

家庭应准备

哪些急救用品

被水浸泡的食品，除了
密封完好的罐头类食品外
都不能食用；已死亡的畜
禽、水产品；压在地下已腐
烂的蔬菜、水果；来源不明
的、无明确食品标志的食
品；严重发霉(发霉率在30%

以上)的大米、小麦、玉米、
花生等；不能辨认的蘑菇及
其他霉变食品；加工后常温
下放置4小时以上的熟食
等。 据新华社

灾难发生时

哪些食品不能吃

利用救助犬和测定微
量二氧化碳气体的方法，可
以很方便地对遇险者定位。
但为了抢救时间，也可以用
简易的方法找寻被压埋的
生存者。一是问，向了解情
况的生存者询问。二是看，
观察废墟叠压的情况，特别
是住有人的部位是否有生
存空间；也要观察废墟中有
没有人爬动的痕迹或血迹。
三是听，倾听存活人员的动
静。听的方法是：要卧地贴
耳细听；利用夜间安静时
听；一边敲打(或吹哨)一边
听。有时你敲他也敲，内外
就联系上了。(宗禾）

如何寻找

震后生存者

本报济南4月20日讯（记者 崔
岩 实习生 杨照君） 4月20日早
上8点02分，四川雅安芦山县发生7 . 0
级地震，周边省市震感强烈，部分市
民因恐慌跳楼受伤。专家建议，地震
时应沉着冷静，就地避险。

地震发生后，四川人王天志因脑
部重伤，躺在重庆市长安医院病床
上。经医生诊断，他脑内血肿，脑挫
伤，肺挫伤，胸腰椎骨折，生命体征虽
基本稳定，但能否完全脱离生命危
险，仍需进一步观察。

王天志今年37岁，在重庆务工已
有十余年。20日地震发生时，独自在
家的王天志明显感觉到了震感强烈，
情急之下，他从三楼跳下，头部着地，

当场昏迷。
而在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内，地震当天上午10时前，已接收了5
名在地震中从楼上跳下的伤者。安徽
小伙子程二田，地震时正在睡觉，迷
迷糊糊从三楼跳了下去，此时室友正
在洗手间洗漱，看到他跳下去了连忙
跑下楼，打120将他送往医院。20日下
午，成都大学发布消息称五名学生在
地震发生时采取不当避震措施，从楼
上跳下导致受伤，其中一名重伤。

对于地震避险，中国地震搜救中
心副主任谭先锋表示，如果在城市
中，三楼以上千万别跳楼，就算二楼
也应就地躲藏，据统计，地震发生时
跳楼90%以上的人会受伤。

1、多发短信少打电话

出行时请主动避开永丰路和成
雅高速，驾车路线请尽量绕离成都-
雅安、雅安-甘孜、新津-浦江-雅安、
雅安-西昌这几条高速公路。暂时不
要反复拨打四川方面电话，把更多宝
贵的通信资源留给救援。由于大量的
信号汇聚会造成阻碍，也可以选择短
信或微信的方式与亲朋联系。

2、雨衣亦可做担架

此时节注意防雨，雨衣雨靴很重
要，雨伞不适用，雨衣亦可做担架。如
无担架，背抱伤者须谨慎，如肋骨断
易扎进肺叶，颈椎受伤者易断。雅安
多山，倒塌楼房多，绳索很重要，手电
很重要。震区附近路上车辆尤应注意
山体滑坡。

3、现场需大量生理盐水

肢体被挤压超过24小时后开始
出现肌肉坏死。一旦移开重压，坏死
肌肉会释放大量的肌红素、蛋白、钾
等电解质，迅速引起心肾衰竭而死。

这就是很多被救人员在被挤压中还
能说话，而救出几分钟后死亡的原
因。因此在移开重物前就要为伤者滴
注生理盐水，让伤者进行有效代谢。

4、抬出后先不用布盖住

唐山大地震一位亲历者说，从废
墟中救出的人有些好像已经死亡，但
其实是长时间埋在地下造成的窒息。
如果抬出来后先不用布盖住，将其置
于室外并洒些水淋一淋有可能会复
活。“唐山大地震时我的哥哥被挖出来
后就已经没有一点气了，我们都以为
他已经死了，就放在地上，但由于震后
下了雨，被雨水淋过以后，过了十多分
钟，我哥哥奇迹般地有了呼吸”。

5、颅伤脊椎伤切勿乱动

地震后，搬运伤员时应注意：伤
员宜躺不宜坐，昏迷伤员应侧卧或头
侧位，要严密观察伤员神情；要保护
颈椎、脊柱和骨盆，颅伤脊椎伤切勿
乱动。被埋压人员无法救出时，要进
行废墟下面空间的通风。

据新华社、人民网等

主动避开救援通道，此时雨衣雨靴很重要

暂勿反复拨打四川电话

有人因恐慌跳楼,专家提醒应就地避险

住三楼以上千万别跳楼

如何科学挖掘

被埋压人员

没有起吊工具无法救
出时，可以送流质食物维持
生命，并做好记号，等待援
助，切不可蛮干。救人时，应
先确定压埋者头部的位置，
用最快速度使头部充分暴
露，并清除口、鼻腔内的灰
土，保持呼吸通畅。然后再
暴露胸腹腔，如有窒息，应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加强压
埋者上方的支撑，防止营救
过程中上方重物新的塌落。
压埋者不能自行出来时，要
仔细询问和观察，确定伤
情；不要生拉硬扯，以防造
成新的损伤。搬运呼吸困难
的伤员时应采用俯卧位，并
将头部转向一侧。

地震离我们并不远，掌握常识关键时刻能救命

找不到“三角地”就伏地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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