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乘车出行

安全“十步走”
行车安全已是老生常谈，但当您的宝贝乘车时，您做的防护措施周密吗？“六一”临近，关

于孩子安全的话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对于有车一族来说，当然更要关注儿童乘车

安全，保护好您的宝贝，并且在开车时避免有可能危害到儿童的驾车行为。本期汽车专刊综合

业内人士意见，为您列出儿童乘车时涉及到的10个安全问题，帮您做到“十全十美”。

案例

2012年6月5日，浙江市民郭某在开车等红灯时，一

束阳光正好照到其挂在车内的金属平安符上，反射光

随即晃到了他的眼睛。还没等他睁开眼，车子已经与前

面的车追尾了，坐在后排的两名儿童不同程度受伤。

实施方案

有孩子的家长喜欢在车内放置一些毛绒玩具、吊

坠挂件和其他的精美饰品。但专家提醒，恰恰是不经意

的“装饰”，可能给乘车的儿童带来安全隐患。

另外，前挡风玻璃上不要放置装饰品，这些东西在

干扰驾驶员注意力的同时也会给车上的儿童造成伤

害；车内后视镜上不要悬挂、放置装饰品，长时间在这

种状态下驾车，会增加司机的视觉疲劳程度；也不要在

车后窗放置装饰物和物品，这不仅会影响司机观察车

后路况，特别是倒车的时候容易发生事故。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安全气囊附近不要放置硬质

物品。在气囊爆炸时，这些东西的破坏力非常惊人，会

对无法躲避的孩子造成致命伤害。

案例
2012年4月18日，王某

在海口驾驶小轿车通过
一个十字路口时，与一辆
小型货车相撞，王某的小
轿车前保险杠碰撞到货
车的右后轮，王某不满10

岁的儿子因未系安全带
受伤死亡。

实施方案
专家表示，不系安全

带是一个很普遍的认识
误区，即使在低速状态
下，一旦遭遇危险，瞬间
产生的冲击力也是很强
大的。因此，培养良好的
乘车习惯，学会如何帮助
儿童使用安全带，是家长
不得不学的重要一课。

“儿童如何使用安全带、

使用怎样的安全装置并
没有特别的规定。”销售
顾问王兴元表示，一般而
言，0至1岁的婴幼儿，应
使用婴儿用卧床，1至4岁
的幼童，可使用幼童用座
椅，4至12岁的小孩，乘车
时得系上安全带，如果因
为儿童身高不足，安全带
会勒到脖子的话，则要配
合加装儿童用座椅。

对于 1 0 - 1 2岁的孩
子，最好还是坐在车辆的
后排。12岁以上的孩子可
以乘坐副驾驶，但要系上
安全带。正确的安全带系
法是：跨过儿童的肩膀，
斜对角贴胸而过，如果儿
童身高不足，可配合使用
增高坐垫抬高身体。

案例
高速行驶的一辆轿车上，

一名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男童将
上半身伸出车外，时而迎面吹
风，时而手舞足蹈，而他的父亲
则边开车边打电话，对男童的
行为不闻不问，这是去年8月31

日，发生在杭州市某街道的惊
险一幕。过往的车辆纷纷提醒
开车者，最终孩子的父亲意识
到了危险，才把孩子叫回车里
坐好。路过的司机陈先生表示，

“小孩子坐在副驾驶座上，又不
系安全带，一旦追尾，搞不好就
会头破血流，甚至会从车窗射
出去，后果不堪设想。”

实施方案
儿童大都比较活泼好动，

在乘车时不会规规矩矩地坐
着，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和姿势，

有的家长会及时纠正，但有的
家长，会疏忽大意甚至不以为
然，很多事故就是在这个时候
造成的。所以在孩子乘车时规
范他们的姿势，也是非常重要
的。

儿童乘车有几个典型的错
误姿势：把脑袋或者手脚伸出
车窗外；在座椅上跷二郎腿；躺
在后排或者把脚放在中控台
上，这些都是不合理的姿势。有
的家长为了让孩子乘车更舒
适，将座椅靠背几乎放平，殊不
知，这种做法也存在很大的安
全隐患，在发生碰撞情况下孩
子容易脱离安全带束缚。

儿童乘车，应保持正确的
坐姿，家长要规范儿童的不良
习惯，特别是不要将头、手臂探
出天窗或伸出窗外。

案例
2012年5月11日，温州

市某街道，何先生接女儿
回家，没想到在经过一个
十字路口时，孩子自己开
了车门，掉了下去。

实施方案
这个案例中，具体细

节是何先生虽然锁了后座
的儿童锁，但是孩子爬到
了前排座，打开了车门，最
后掉到了马路上。不少市
民都反映，带自己孩子外
出时，孩子有时候会自己
试着开关车门。“孩子力量
小，如果养成乱开关车门
的习惯，可能会出现被车
门夹伤挤伤的情况。”

对于儿童乘客，正确
的方法是家长要在确认周
围安全的情况下亲自为孩
子打开车门。家长一定要
注意锁好儿童锁，同时为
儿童灌输不要乱开车门的
概念。此外，家长在为儿童
开门时，别轻易开后排左
车门上车，因为左车门一
般是朝着车流的方向，从
右车门上下时，车离路肩
要30厘米内。

案例
可能不少家长都遇

到过孩子困在车中的情
况，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
惊慌，要及时报警求救。
此外，要给孩子讲一些安
全知识。比如太原的曲女
士，去年一次不小心将睡
着的孩子落在车中去办
事，孩子醒来之后用后排
包里的电话，给自己的爸
爸打电话，这才避免了意
外的发生。

实施方案

绝不要将孩子留在
车内无人照看，不管车
窗是否敞开。同时养成
在锁门和走开之前，查
看车内(前后座)的习惯。
尽量不使用深色太阳
膜。在很多案例中，因为
车使用了有色玻璃，致
使被困儿童不易被车外
人发现。此外，停车开启
空调时最好切换到外循
环功能。

万一孩子被反锁在
车里，应及时报警求救。
平时应加强安全教育，

教孩子自己从车内
降下车窗，或者想

办法找工具砸
开 车 窗 玻
璃，还有如
何 让 车 外
的人发现
自己被锁
在 车 内
了。

(宗禾)

小心饰品变“凶器” 不满12岁别坐副驾驶纠正孩子危险坐姿

开启儿童锁

孩子困在车中莫惊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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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路前先检查车辆

案例
2012年12月18日，天

津市民张某在送孩子上学
时没有进行车况检查，出
门刚行至一个十字路口等
红灯时，张某的车子刹车
失灵，一头撞到了路旁的
电线杆上。

实施方案
也许你急于赶时间去

送孩子上学，也许你自以
为对爱车很熟悉，但养成
行车前例行检查的好习
惯，对于驾驶者和乘车的
孩子都是一件大好事。

“启动车辆后，先要观

察一下仪表盘，看看汽车
的工作状况是否正常，如
水温表和水箱液面报警
灯、发动机故障灯、刹车报
警灯等。”汽修专家建议，
上车后，司机应调节好后
视镜的位置，尤其是刚拿
照的新手，要习惯调整后
视镜的角度。

除此之外，还要检查
一遍车辆轮胎的外表、气
压及紧固情况。此外，带儿
童坐车时，上车后一定要
先锁车门，后排如果乘坐
儿童，还要注意锁上儿童
锁，防止发生意外。

使用儿童座椅

案例
去年12月份，太原市

民胡女士在外出时，让自
己5岁的儿子坐在了副驾
驶座上，没想到在一次急
刹车的过程中，孩子的身
体前倾，额头碰在了车前

方的操作台上。
实施方案

有多年

驾驶经验的老司机李师
傅表示，如果孩子在副驾
驶座一人独坐，紧急刹车
时，会快速撞向前方，甚
至导致重伤或死亡。

正 确 的 方 法 应 该
是 儿 童 乘 车 要 在 家 长
或 其 他 成 年 人 的 陪 同
下在后排乘坐，不能坐
副 驾 驶 位 或 独 自 在 后
排乘坐，同时为孩子准
备 儿 童 专 用 的 安 全 座
椅非常必要。儿童汽车
安 全 座 椅 是 专 门 为 婴
幼 儿 和 儿 童 乘 车 设 计
的，便于安装又有良好
的安全保障。

坐车别给
儿童吃东西

案例
2013年3月14日，武汉市民陈

某带着妻子孩子去旅游，孩子和
妻子坐在后排座位上。即将到达
目的地时，陈某的妻子拿出一袋
零食给孩子吃，谁知一个急刹车，
一颗果冻卡在了孩子嗓子里。

实施方案
儿童的食道窄，下咽动作没

有成人利索，而且容易将一些食
物颗粒吸入气管，所以吃东西要
特别注意。尤其在乘车时，不要让
孩子食用果冻、糖果、小饼干等碎
小的零食，如果误吸入气管会导
致窒息甚至会危及生命。

此外，玩具也不能乱放置，车
内应只给孩子提供毛绒类玩具。

案例
2011年12月17日，宁

波的杨先生开车带着1

岁多的女儿办事。车子
停下来后，他抱着女儿
下车，刚要离开却发现
车子没有停好，放下女
儿重新上车，想再倒一
次。可他全然忘了女儿
还在车后，松开刹车时
车子猛地震了一下，等
他下车查看时，女儿已
经倒在了车轮下。

实施方案
“儿童与汽车之间

的安全距离至少要在两
米以上”，资深技师表
示，孩子对危险情况的

判断和反应能力都不如
成年人，因此，一定要时
刻注意儿童与汽车的安
全距离。

专家建议，作为家
长，要尽量保证孩子的
游戏场所是空旷和视野
开阔的地方，并且是与
行驶的车辆分隔开来的
区域。

车主还应注意驾驶
“盲区”，是指驾驶人驾
驶机动车时视线产生的
死角和意识不到的地
方。常见的驾驶盲区有：
车头盲区，车辆尾部盲
区，驾驶位置左、右后侧
45度盲区，视觉盲区。

别让孩子在车旁逗留

案例
刘先生经常教他的女儿贝贝

要注意马路安全，所以贝贝对于汽
车的车灯和喇叭声很注意。实际
上，家长们都应该让自己的孩子学
会看车灯听喇叭，了解这些知识能
让他们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及时作
出反应，减少危害发生。

实施方案
对于成人来说，汽车车灯闪

烁以及喇叭鸣响，可以代表很多
意思。运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比
较基础的车灯闪烁意思，包括和
其他车打招呼，对其他车表示不
满等，还有的比如阶段性亮刹车
灯表示安全距离警告等，这些都
有助于司机判断行车环境。

工作人员表示，在车水马
龙的路上，车辆就是靠灯和
喇叭传递信号，无论是孩子
走在马路上还是乘坐在车
里，了解一些灯光知识都有
好处。

遇紧急情况
早作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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