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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阶段来，拖拉机道路交通事故呈上升态势，联合收割机

等农业机械操作事故和维修事故屡有发生，给国家和人民生命

财产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给千万家庭的幸福安康留下了难

以愈合的悲伤。而这一幕又一幕的悲剧，又多是农机驾驶、操

作、维修等人员缺乏安全意识、不遵守安全法规和操作规程所

引发的。为此，我局组织编写了《农机安全生产知识读本》，

希望广大农机驾驶操作人员、农机维修者在工作之余认真阅

读，相信您能从中得到一些感悟和启迪。

读本涵盖了农业机械事故警示录和农机安全知识，内容包

括拖拉机道路交通事故警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事故警

示、农机安全生产知识、伤员急救等内容，其中还收集了大量

的插图，图文并茂；农机安全生产知识读本以形象的漫画说明

枯燥的条文，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读本在编写过程中

吸收和借鉴了同类教材和书籍的精华，在此谨向原作者表示衷

心感谢！书中若有不妥之处，恳请专家及读者批评指正。

赣州市农业机械局

201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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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拖拉机道路交通事故警示篇

随着机动车的大幅增加，道路交通事故已成为社会公共安

全的最大威胁之一。拖拉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所占比例不低。

“车祸猛于虎”，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增强安全行车意识，杜

绝交通违法行为，是预防和减少事故、保障行车安全的最根本

措施。每位拖拉机驾驶员、农民群众和其他交通参与者都要做

到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杜绝交通违法行为，确保行车、行路安

全。

（一）违法载客 祸害无穷

事故简况

1．2019年 5月12日 13时 50分，一辆号牌为浙10-37622

农用车(变型拖拉机)违法搭载 22 人，行驶至浙江省温岭市松门

镇甘岙山半山腰时侧翻，坠至路侧约 3 米深的山坡下。 截至

2019 年 5 月 12 日 21 时许，事故共造成 12 人死亡（其中 8 人

当场死亡，4 人送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11 人受伤。

2．2005 年 2 月 3 日，东阳市史某驾驶小型拖拉机，载客

8 人从磐安县新屋镇向东阳市千祥镇方向行驶。在途经下新线

16Km+870m 下坡段时，冲出公路，翻入落差 7.1 米的坡底，

造成 5 人死亡、3 人受伤、货物受损的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事故原因

1．经初步调查，伤亡人员多为老年人，系违法搭乘林冬

富驾驶的农用车下山，在途中发生事故。

2．事故现场位于新线 16km+870m 岭脚路段。该道路为 4

级公路，混合交通，路面干燥，视线一般，出事地点 35.6 米。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80113&g_ut=3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137370&g_ut=3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137370&g_u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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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处设有急弯的警告标志。出事拖拉机经静、动态检验，

认定事故系制动管路破裂漏油造成制动失效所引起，同时载客

8 人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开病车、违法载客是造成这起特大

事故的直接原因，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

条“驾驶人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

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拖拉机不得用

于载人”的规定。

事故教训

拖拉机不符合载客所须的基本条件。违法载客往往会发生

群死群伤的重特大交通事故，所以法律规定严禁拖拉机载人。

但有些拖拉机驾驶员碍于情面、贪图方便或者有利可图，仍违

法载客；一些村民为图便利，置安全于脑后，搭乘拖拉机。这

起事故向大家敲响了警钟，拖拉机载人祸害无穷。

保持拖拉机车况良

好，制动系、转向系等装

置安全有效，是保证行车

安全的先决条件。病车上

路，遇危险情况时，叫天

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岂

有不出事故之理。在此，

奉劝那些只顾日夜奔忙赚

钱的机手，出车前后多检

查拖拉机技术状态，千万

别忘了保养拖拉机，也许

你忽略掉的一点将带给你

一生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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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抢道行驶 撞丧四命

事故简况

2006 年 3 月 21 日，四川籍驾驶人刘某驾驶一辆脱检近两

年的小型拖拉机，搭乘输变电施工队人员 8 人（副驾驶室 2

人，货厢 6 人），由安吉溪龙 11OKV 线检修作业后返回，在

途经长兴县和平镇长城路口南侧叉口左转弯处，驶入 11 省道

16km+300m 路段时，与由湖州往安吉方向行驶的载满石料的

豫籍重型自卸货车相撞，两车翻入路基北侧，造成 4 人当场死

亡、1 人受伤的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事故原因

刘某持 C、D 驾驶证驾驶未经年检的小型拖拉机，途经有

交通标志控制的路口，左转弯驶入干线道路，未让直行车辆先

行，且违法载人，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

第一款“对登记后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应当定期进行安全技

术检验”、第十九条第四款“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

车型驾驶机动车”、第五十二条第二款“在允许拖拉机通行的道

路上，拖拉机可以从事货运，但不得用于载人”和《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有关“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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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时，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

应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之规定，负事故主要责任。

事故教训

拖拉机驾驶人应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时刻

牢记拖拉机不是客运工具，严禁载人；严格按照准驾车型驾驶

机动车，驾驶拖拉机必须经过培训、考试，取得农机部门核发

的拖拉机驾驶证；按时参加农机部门组织的检验，检验合格后

方可上路。

（三）无证驾驶 罪责难逃

事故简况

2003 年 2 月 2 日，青田县毛某驾驶手扶拖拉机去亲戚家

拜年，车厢内载乘 6 名亲戚。17 时 10 分，在途经章黄公路

23km+358m 处，遇坑洼路面，不慎翻下 15 米深山坡，造成了

6 人死亡、自己受伤、拖拉机损坏的特大交通事故。

事故原因

据现场勘察及调查，毛某系无证驾驶，车速过快，对道路

情况不熟，右前轮掉入路坑后，造成偏向将其甩出机外，而拖

拉机继续前行翻落深山坡。当事人毛某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

驾驶证”、第五十二条第二款“拖拉机不得用于载人”之规定，

对本起事故负全部责任，被法院判刑 3 年缓刑 2 年。

事故教训

未经系统培训和考核合格就驾驶拖拉机上路行驶具有极

大的社会危害性，害人又害己！如本起事故中毛某技术生疏，

对行为的调节控制能力较差，在发生险情时，缺乏应急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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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经验，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其次，血的教训再次表

明，我们广大拖拉机驾驶员不可再用拖拉机载人！

（四）逆向行驶 危机四起

事故简况

2004 年 7 月 3 日，云和县拖拉机驾驶人高某驾驶手扶拖

拉机（空车），车上搭乘其妻王某，从朱村驶往丽水方向。景

宁县毛某驾驶一辆大货车，装载 10 吨石英砂，车上搭载车主

杜某，从丽水驶往景宁方向。两车在途经丽浦线 37km+432m

处发生相碰撞，大货车冲过道路中心隔离带又与丽水市谢某驾

驶的从龙泉驶往丽水方向的大客车（车上 3 名旅客）相撞，造

成毛某、杜某、王某死亡，高某、谢某及 3 名旅客受伤，3 车

俱损的交通事故。

事故原因

丽龙一级公路 33km+560m 至 39km+900m 属施工路段，施

工队在石塘邮电支局门前右侧道路（从龙泉到丽水方向）封闭

施工，指示车辆向左侧道路（半幅）通行，但在该施工道路封

闭处的终点未设置“向右侧道路通行”等标志，误导车辆继续

在左侧道路上行驶，影响车辆行驶安全，违反了《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道路施工需要车辆绕行的，施工

单位应当在绕行处设置标志；不能绕行的，应当修建临时通道，

保证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规定；高某驾驶手扶拖拉机逆向行驶，

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五条“机动车、非机动实行

右侧通行”的规定；毛某驾驶的机动车超载，违反了《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

严禁超载”之规定，而且在有条件避让对向手扶拖拉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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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没有避让，临危未采取措施。三方违法行为对造成本次事故

的作用基本相当，负事故的同等责任。

事故教训

这是一起比较典型的因拖拉机逆向行驶、道路施工单位未

按规定设置导向行驶标志、货车超载行驶造成的道路交通事

故，广大拖拉机驾驶员和其它交通参与者均应自觉遵守道路交

通法规相关条款的规定，避免类似惨剧发生。

（五）酒后驾驶 两命呜呼

事故简况

2006 年 1 月 15 日，诸暨市拖拉机驾驶员王某酒后驾驶一

辆中型拖拉机，从全堂镇驶往五宜村方向，在途经绍大线五宜

村路段左转弯时，与相对方向在本车道内行驶的一辆二轮摩托

车相撞，造成二轮摩托车乘坐人两人死亡、摩托车驾驶员王某

受伤、车辆损坏的重大交通事故。

事故原因

拖拉机驾驶员王某酒后驾驶，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

药品……不得驾驶机动车”的规定，是造成本起事故的原因之

一。摩托车驾驶员王某同样违反上述条款规定，酒后驾驶二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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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并且驾驶人与乘坐人均未戴安全头盔，违反《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五十一条“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

戴安全头盔”的规定，也是造成本起事故的原因。

事故教训

酒后驾驶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希望广大拖拉机及其他

机动车驾驶员，充分认识酒后驾驶的危害性，严以律己，做到

酒后不驾车！

（六）弯道超速 离心而出

事故简况

2006 年 4 月 11 日，富阳市拖拉机驾驶员方某驾驶一辆拖

拉机，机上搭乘 6 人，从富阳胥口镇开往桐庐县尹峰村装运树

苗。途经尹峰村条石弯道时，拖拉机不慎翻落左侧 3.10 米深

的地里，拖斗内人员被甩出，其中王某头部撞击石头，当场死

亡，另 1 人受伤。

事故原因

经事故调查认定，方某违法载人，在途经事故地段转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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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速过快，难以控制，造成偏离正常行驶轨道而翻车。其行为

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九条条二款“机动

车驶近急弯，应减速慢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二条

第二款“拖拉机不得用于载人”之规定。弯道超速和拖拉机载

人是此起事故的直接原因。

事故教训

十起事故九次快，千万不要超速行驶！

（七）自行改装 隐患多多

事故简况

某年某日，温岭市冯某驾驶擅自改装的拖拉机，从永安驶

往玉环楚门。途经横河永安，撞倒行人张某，造成张某死亡、

所抱小孩受伤的重大交通事故。

事故原因

据现场勘查和调查，事故原因是冯某驾驶擅自加大动力、

加大速比的拖拉机超载超速行驶，遇紧急情况时采取措施不力

所致。冯某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

构造或者特征”、第四十八条“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

质量，严禁超载”及有关拖拉机最高时速限定的规定，负事故

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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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自改装拖拉机祸害大。拖拉机的技术参数是经过严格审

定的，不得随意更改。有些驾驶员为了多拉快跑，随意改变动

力、速比及车厢尺寸、轮胎型号等参数，改变了拖拉机使用性

能，使其安全系数下降，给安全行车带来严重隐患。超速超载

使制动距离延长，影响了车辆的可操作性和稳定性等，常常是

“车刹也刹不住”，机手朋友要时刻牢记，做到警钟长鸣！

（八）病车上路 酿出祸事

事故简况

2005 年 9 月 13 日下午，新昌县俞某驾驶拖拉机去回山镇

里屋村收购茭白。4 时许，欲将拖拉机停在路边一车库门前。

此时，村民梁某站在车库门前乘凉。俞某停好车、拉好手制动，

从驾驶室下来，在取电门钥匙时，因手带动，将发动机起动，

致使拖拉机朝前冲，将梁某挤在拖拉机和车库门之间，结果造

成梁某三根肋骨骨折及颈椎间盘脱出的事故。

事故原因

手制动装置技术状况不佳，未真正起到驻车制动作用，是

这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俞某违规操作，未在下车前取下电

门钥匙，也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原因。

事故教训

手制动可以保证拖拉机在停车时防止溜动，在行驶途中当

刹车系统出现问题时，也可以协助制动，拖拉机驾驶员应对手

制动引起高度重视，确保手制动技术状况良好，以防万一。

（九）斗气开车 机毁人亡

事故简况

某年某日，拖拉机驾驶员徐某与金某各驾驶一辆小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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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式拖拉机，途中两机互相超越，斗气开车，超速行驶。行至

弯道时，徐某驾驶的拖拉机被挤逼出路面，翻落二十米深的山

坑中，造成徐某机毁人亡的重大事故。

事故原因

据现场勘查和调查，行车中金某有意挤逼，在紧急情况下

措手不及，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徐某对道路情况估计不足，

路基塌陷，造成翻车是事故的另一个原因。两个驾驶员的行为

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

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

驶、文明驾驶”的规定。

事故教训

超速行驶，驾驶员极易出现判断错误，导致措施失误。两

位驾驶员只顾争抢速度开“英雄车”，不顾道路状况、不顾安

全规定，发生事故也就在所难免了。道路行车，应相互谦让，

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切忽斗气开车。故意挤逼、戏弄其他车辆，

是违背职业道德的严重违章行为。

（十）超载冒行 溺水身亡

某年某日，安吉县拖拉机驾驶员林某驾驶小型拖拉机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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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吨煤灰，驶往梅溪码头。行经姚村至后圩村机耕路、水泥二

厂后围墙地段时，遇该路段铺路料。施工人员将其拦停，要求

林某待堆放在路上的路料铺平后再通行。林某不听劝阻，冒险

从路料堆左侧沿池塘埂边绕行。因池塘埂坍塌，致使拖拉机翻

入池塘，造成林某溺水死亡。

事故原因

根据现场勘查、调查，林某驾驶的拖拉机超载 300%，而

池塘埂泥土松软，承受不了超载拖拉机的重压变形而坍塌是造

成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林某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四十八条有关“严禁超载”规定，林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事故教训

拖拉机超载现象比较普遍，因超载而引发的重特大事故屡

见不鲜，血的教训不时告诫着我们：超载千万要不得，安全行

车记心头。

二、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事故警示篇

近几年，随着我省农业产业化发展，联合收割机、名优茶

炒制机、各类电动机、选果机等农业机械需求旺盛，推动了这

些机械的快速发展。但由于目前一些农机生产企业生产设备简

陋，工艺落后，致使产品质量、用户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证。

同时，农民兄弟购买机具后，急功近利，未经农机部门或生产

企业规范培训，就冒然投入生产作业，导致死亡、伤残、机具

损坏等事故时有发生。这些事故向大家敲响了警钟，农机安全

生产不可忽视，农机质量安全必须保证，农机安全操作规程必

须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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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倒车不慎 撞伤雇主

事故简况

2005 年 5 月 30 日，杭州市萧山区高某，雇佣本村联合收

割机驾驶员姚某为其收割小麦。在姚某驾驶收割机作业时，高

某跟在收割机后面捡拾麦穗。不想姚某倒车，高某没有注意，

被收割机撞伤。

事故原因

联合收割机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农业机械，姚某驾驶收割

机作业时，虽然提醒过高某不要跟在后面捡拾麦穗，但没有在

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倒车，未尽到应有的谨慎注意义务，对造成

原告伤害负有过错。高某在从事捡拾麦穗时，应对自己的行为

是否存在危险性有合理预见，但其在捡拾麦穗时未与收割机保

持适当距离，也具有一定过错。经法院判定：姚某操作的是具

有危险性的机械化工具，他应履行的安全注意义务要高于一般

人，故应承担主要责任；伤者高某承担次要责任。

事故教训

近些年，联合收割机倒车撞死、撞伤人的事故时有发生，

大多是由于收割机驾驶员未遵守农机安全操作规程引起的。为

有效预防和减少类似事故发生，收割机驾驶员在田间倒车时，

必须查明车后情况，确认安全后倒车。可在田间设置如“非收

割机作业人员，请勿进入作业区”等字样的安全警示牌，警示

农民不要冒险进入收割机作业区捡拾麦穗。

（二）茶机伤人 祸至手丢

事故简况

新昌县城南乡彭某，于 2005 年 3 月底，从本县回山镇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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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处以 2400 元的价格购得一台名茶炒制机。未经培训，就将

茶机拉回家开始炒制茶叶。4

月 15 日 16 时，彭某独自一人

炒茶，在清理炒板上的茶叶时，

右手不慎被炒板带入，压在炒

板和茶锅间。直至 10 多分钟

后，才在他人帮助下得以抽出，

导致手被茶锅严重烫伤，送至

医院无法医治，只好截肢。

事故原因

彭某所购茶机，系家庭作坊生产的低劣产品。该机没有必

要的安全装置，在设计上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为事故的发生

留下祸根。彭某购机后不经培训，在还未掌握安全操作规程的

情况下，就直接投入生产，发生事故也就在所难免了。

事故教训

农民朋友购买农机，务必购买有质量保证的农机产品。根

据《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农机产品用户有获得农机产品生产

者或销售者培训的权利，农户在购买机具后，可以要求生产者、

销售者培训或参加农机部门组织的专业培训，在了解和掌握机

具特点、使用要求等知识和技能后，按操作规程操作，可以避

免此类事故发生。

（三）疲劳炒茶 烫伤致残

事故简况

2004 年 3 月，富阳县陈某购得一台扁形茶炒制机，未经

培训，于 4 月 16 日晚上 12 时连续炒茶十余个小时后，在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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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茶叶时，伸手进锅抓青叶，转动的木板卡住他的左手，像烙

大饼一样把陈某的左手背紧紧压贴在滚烫的锅底 10 多分钟，

造成陈某左手严重烫伤致残，医疗损失达四万余元。

事故原因

扁形茶炒制机属于高温加热炒制龙井茶叶的机械，出现高

温烫伤的原因有三：一是疲劳操作。陈某连续炒茶十多个小时

后，比较疲惫，注意力不是很集中。二是未经专门培训，没有

掌握正确的炒制程序，炒茶技术不熟练。三是无视茶机上贴着

的“炒制茶叶时，严禁将手伸入锅底”的警告标志。

事故教训

该起事故的发生，造成的后果相当严重。作为茶农应吸取

教训，购置扁形茶炒制机后，须经过企业或有关部门的专门培

训，认真阅读操作使用说明书，严格按安全操作规程炒茶，同

时要避免长时间的疲劳工作。

三、农机维修事故警示篇

近几年，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机维修量逐年增加，

因维修发生的事故也是有增无减。造成农机维修事故的主要原

因有：调试、修理或排除故障不切断电源及动力，造成维修者

打伤手或手指被切断；忽视安全操作规程，未做好安全防护工

作而酿成惨剧，如在拖拉机液压翻斗顶起修理时不撑保险杠，

而致拖斗掉下压死压伤修理者；修理工未经培训考核，在缺乏

基本操作技能的情况下修理而造成事故；排除故障时对危险性

认识不足导致事故；未做好防火防爆工作，如柴汽油、氧气和

乙炔气随意摆放、电线随意拉设等等。在此选取两例农机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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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案例，希望对广大农机维修者有所启示。

（一）违规操作 命归西

事故简况

2006 年 4 月 17 日，文成县苏某用拖拉机装运绿化树木。

树木装载完，起步行驶约 3 米，右前轮打滑，倒退后重新起步，

后轮发生打滑，拖拉机不能起步行驶。于是苏某下车从车厢后

斗备轮架下爬进去，用千斤顶将后轮轴顶起，并在车厢右侧用

石头垫起，这样反复顶反复垫，后轮慢慢地被顶起。当后轮顶

到一定高度时，后斗所垫石头突然倒塌，千斤顶被压翻，苏某

被备轮架备轮紧紧压住不能动弹，半小时后拉出，已是死亡。

事故原因

一是苏某对从车厢备轮架下爬迸去顶千斤顶的危险性估

计不足；二是车厢用石头垫的方法不正确，高度过高，所用石

头过小不能撑住顶起的车斗重量。

事故教训

在调试、排除农机具故障时，要严格按照有关操作规程进

行，不应有任何侥幸或是贪图方便的心理。这起典型事故告诉

我们，即使是很简单的故障排除行为都存在危险，安全事故会

在你不经意间发生。

（二）无证修理 闯大祸

事故简况

2004 年 7 月，宁波某乡镇企业为解决电力不足困境，配

置了 1 套 6160 发电机组。准备试车时，发现该发电机组起动

空气瓶因长期不用而无气．于是叫了个修理工检查维修。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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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换下起动空气瓶，装上气焊用的氧气瓶，给柴油机起动，

在起动的瞬间，氧气进入气缸，与混合气膨胀，发生爆炸，造

成在场经营厂长、修理工等 4 人当场死亡、2 人重伤，并引发

火灾的特大维修事故。

事故原因

该修理工为无证操作人员，6160 柴油机起动系统有起动

空气瓶，空气瓶的气阀旋开后，压缩空气即通过起动控制阀，

由空气分配器分送至各专用管道，进入各相应气缸，压缩空气

在气缸中膨胀后推动活塞，从而达到转动曲轴，使柴油机进入

工作状态。此起事故是用氧气瓶代替空气瓶起动柴油机，过量

氧气与高温高压的柴油混合而发生爆炸。

事故教训

6160 柴油机和其他系列需空气瓶起动的柴油机在我省渔

区使用较广，一般为机动船、发电机组、冷库和排灌站等配套

使用。用氧气瓶替代空气瓶为事故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农机经

营者、操作者和维修者应了解这种机械的操作规程，掌握机械

性能。修理工必须经过专门系统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取得证书

后，方可上岗。任何维修单位、用人单位都不应聘请无证修理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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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机安全生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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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事故伤员急救常识

交通事故在我们身边发生以后，该怎么办？首先要保持头脑

冷静，控制情绪，切莫惊慌失措，乱喊乱跑，造成现场更加混乱，

同时，应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积极采取行动，抢救伤员。

一、抢救的步骤

1．应急措施

（1）抢救。如：迅速止血，处理休克等。

（2）密切注意周围环境，防止其他危险再度发生。

（3）保护现场，维护秩序。

2．立即打电话报警

（1）发生事故的地点？

（2）是什么样的事故？如：车撞车，车撞物，翻车等。

（3）有无其他连锁事故？如：起火，爆炸，建筑物倒塌等。

（4）多少人受伤？

（5）报警人的姓名？

3．急救措施

（1）应有医护知识或较熟练的人来进行。

（2）就近寻找合适的场地，临时安置伤员。

（3）包扎伤口。

（4）将有生命危险者迅速送往医院或移交给赶来现场的专

职救护人员。

（5）其他帮助。

4．医务人员处理

（1）医务人员处理。

（2）应急抢救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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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抢救的具体事项

1．救护车在出现交通事故时的正确行驶

一定要按照交通管理有关条例与规则行驶。救护车的行驶车

道如图⑴、图⑵所示。

救护车在行驶时，为本车行驶考虑一条能畅通的车道，以保

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抢救伤员，特别是对一些需立即动手术的伤

员。

救护车在行驶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行车前方如出现障碍，应逐渐减速，而不要突然刹车，

以防与后车碰撞。

（2）救护车应在离出事地点一段距离时就停下来，并尽可

能停在马路两旁的人行道上，保证再度起动时车辆平稳，并仍靠

右行驶。

（3）救护车必须打开警示灯、响装置，必要时司机可打开

车门以便及时观察。另外，可将后车盖打开。

（4）确定事故地点后，离事故地点尽可能远些，并打亮三

角警告指示标志。对高速行驶的车辆至少距离事故地点 100 米以

外就应出示警告标志。

（5）对迂回曲折的道路或者凹凸不平的小路，要细心注意

障碍物。

（6）对川流不息的车辆，应要求放慢车速行驶。交通管理

人员应坚守岗位，协助处理。

（7）在高速公路上，要警惕因前面的汽车司机出于好奇而

突然减慢自车速度而引起后车碰撞前车的事故。

2．从车行道上把受伤者拖出来

把受伤者拖出，使其离开车行道的方法。如下图⑶、⑷、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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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3．从车内把受伤者拖出来

受伤者在车内无法自行下车时，可按图⑹所示将其从车内拖

出。

4．如何抢救昏迷不醒的受伤者

可能产生昏迷的原因：

（1）天气炎热的原因。

（2）缺氧。

（3）各种原因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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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暴力刺激大脑。

伤者不会讲话是判断昏迷失去知觉的症状。抢救前应检查伤

者呼吸，见图⑺。保持侧卧，见图⑻。对失去知觉的伤者，可采

用下列措施，见图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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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何抢救呼吸中断者

呼吸中断后，应立即分秒必争进行抢救！否则会由于缺氧而

危及生命。

呼吸中断者的症状表现为无呼吸声音和无呼吸运动。

抢救方法：按图⑽所示，抬下颔角使呼吸道畅通无阻，这种

措施在很多场合下对恢复呼吸起很大作用。

如果受伤者仍不能呼吸，那就要进行口对口的人工呼吸，见

图⑾。

如果上述人工呼吸不能起作用时，就要检查嘴和咽喉中是否

有异物，并设法排除，继续进行人工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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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失血受伤者的抢救

如果受伤者失血过多，将会出现危险，如：出现休克等症状。

处理失血措施可按图⑿所示进行操作。

通过外部压力，使伤口流血止住，然后系上绷带。见图⒀、

图⒁。

失血过多，往往会产主休克，所以流血止住后，应接着采取

一些防止休克的措施。

7．如何抢救休克受伤者

受伤者失血过多就有危险，出现休克，其症状表现为：

（1）面色苍白。

（2）四肢发凉。

（3）额部出汗。

（4）口吐白沫。

（5）显著焦躁不安。

（6）脉搏跳动变得越来越快和虚弱，最后脉傅几乎摸不出来。

以上症状有时会部分出现，有时又一起出现。

由于休克时间过长，可能致死，所以应及时采取下列措施：

2 _x0001_ 置病人到安静的环境。见图⒂

②自我输血：抬起腿部到处于垂直状态，使休克停止。见图⒃

③检查脉傅与呼吸。见图⒄、⒅

④语言安慰。

⑤防止热损耗。

⑥呼救送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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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何抢救烧伤受伤者

其症状为：皮肤发红、起泡、感觉疼痛。内部组织受损的烧

伤可引起呼吸困难、休克、烧伤性疾病等危险。

对于烧伤程度来说，其烧伤面积和深度是有标准的。应采取

如下急救措施：

（1）迅速扑灭衣服上的火。

（2）要脱下烧着的衣服。

（3）全身燃烧时，可向其喷冷水。

（4）用消过毒的绷带包上烧伤口。

（5）反复检查呼吸和脉搏。

（6）防止热损耗，可饮盐水（1 杯水中放 1 匙食盐）

（7）不可使用粉剂、油剂、油膏或油等敷料。

（8）脸部烧伤时，不要用水冲洗，也不要盖着。

（9）防止休克。

9．把受伤者抬到担架上

按图⒆所示：当必须把受伤者抬上担架时，一定要遵循医护

工作人员的指导。如：把受伤者从旁边抬上担架时，3 名救护人

员的膝盖支撑着受伤者没有伤的部位，把手托放在躺着的烧伤人

身下，抬起烧伤人的躯干，在统一指挥下，一起抬上担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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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何抢救中毒患者

（1）重视自我预防，以防止中毒。

（2）应迅速把煤气中毒的患者送到有新鲜空气的地方。

（3）昏迷不醒时要侧卧。

（4）检查脉搏。

（5）停止呼吸时，应进行适当的人工呼吸。

11．腐蚀抢救

当肠、胃部分受到了腐蚀时：

（1）绝不能刺激其呕吐、只能饮入足量的水，以稀释毒物。

（2）报警。

（3）把发现的毒物送往医院鉴定。

当眼睛受腐蚀时要用水冲洗，见图⒇，然后在两眼敷上消过

毒的纱布再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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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如何安置事故中生病患者

（1）胸部和腹部突然出现疼痛时，要使病人安静。能就近

找到医生处理则最好。

（2）有心脏和肺病的患者，呼吸困难时可半坐着。没有医

生的嘱咐，不要乱服药，严禁吃、喝、抽烟等。

（3）打急救电话。

13．疼痛处置

分析发生疼痛的一些症状与以上各类病情的症状哪些相似，

则可以采取相应措施处理，使其得以缓解。另：还可借助下列处

理方法缓解疼痛。

腹部肌肉紧张时，可在膝盖下垫高些，如图（21）所示。

呼吸困难时，保持坐势以易呼吸。如图（22）所示。

14．骨折处置

（1）防止休克。

（2）不要移动身体的骨折部位。

（3）脊柱可能受损时，不要改变受伤者姿势。

（4）确实是骨折，要小心用消毒胶片包扎，并按发生后的

状态保持部位静止，如图（23）所示。

15．关节损伤（扭伤、脱臼、骨折）处置

（1）不要活动，不要自行复位。

（2）不要改变损伤时瞬间的位置、姿势。

（3）按放到固定位置后，保持损伤骨节的静止。

16．头部损伤救护

如果伤员神志清醒，呼吸脉搏正常，损伤不严重时，可进行

伤部止血，包扎处理，见图（24）。然后扶伤员靠墙或树旁坐下。

找一块垫子将头和肩垫好，若伤员出现昏迷，要保持呼吸道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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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密切注意呼吸和脉搏。

在救护转移时，护送人员扶置伤者呈半侧卧状，头部用衣物

垫好，略加固定，再转移。

交通事故头部外伤急救法

据资料介绍，在交通事故死亡者中，头部外伤占半数以上，

而且 60%-70%死于伤后 24 小时以内。掌握一定的急救知识，有

很大的可能使受伤者转危为安。

急救措施

1.发现受伤者，应尽快检查头部有无外伤，是否处于危险状

态。最重要的是不要随便移动患者，并按以下程序迅速抢救：a:

取昏睡体位：即让负伤者侧卧，头向后仰，保证呼吸道畅通。b:

若呼吸停止则进行人工呼吸，若脉搏消失则进行心脏按摩。c:若

头皮出血时，用纱布等干净直接压迫止血。

2.如果头受伤后，有血液和脑脊液从鼻、耳流出，就一定要

负伤者平卧，患侧向下。即左耳、鼻流出脑脊液时左侧向下，右

侧流时右侧向下。如果喉和鼻大量出血，则容易引起呼吸困难，

应让受伤者取昏睡体位，以使其呼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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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受伤后光有头痛头晕，说明是轻伤；除此外还有瞳孔散大，

偏瘫或者抽风，那至少是中等以上的脑伤了。

2.脑外伤病人一旦出现频繁呕吐、头痛剧烈和神志不清等症

状，那就决不可大意，应速送医院诊治。

3.受伤后如有脑脊液流出时，最好不要用纱布、脱脂棉等塞

在鼻腔或外耳道内，因为这样地引起感染。

交通事故的现场急救

1、交通事故一旦发生，常有许多人受伤，其中必有少伤势

严重或处于频死状态的伤员急需抢救。能在现场进行及时正确的

救护，对于减少事故受害者的伤残或死亡至关重要。

2、心肺复苏：当发生突发的呼吸、心跳停止的时候，要及

时对伤员进行心肺复苏抢救，以挽救伤员的生命，如能在 4 分钟

内开始，成活率最高，现场心肺复苏的程序为：

（1）首先要保持呼吸道畅通，打开伤员的嘴巴，清理口腔

内的异物，口腔气道通畅 ；

（2）其次是维持呼吸，检验伤员是否还有呼吸，若伤员已

没有呼吸，可立即采取口对口的呼吸方法，每 3-4 秒吹气一次 ；

（3）其三是恢复血液循环，对心跳骤停的伤员，要立即采

取心脏复苏术，抢救者应 掌握胸外心脏按压双手配合的正确姿

势及按压动作，有节奏地按压心脏。

3、控制严重出血：个体重 50 公斤的人，其血液量为 4000

毫升，当失血量达 1500 毫升以上时，便会引起大脑供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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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员出现模糊、口渴、头晕、甚至昏迷现象。 外出血的止血方

法有：

（1）直接加压法。用手掌或手指直接按在伤口上，并保持

压力 15 分钟以上。

（2）高举法。举起伤员出血的肢体，高于心脏部位，以减

缓出血部位的血夜流动 。 有条件的，可在伤口敷一块清毒纱布

或垫干净的衣物包扎。

（3）压迫止血法。当四肢有严重出血时，可压迫肢体的重

要动脉 。

4、搬运伤员：当意外伤害发生时，宜在对重伤员就地检查伤势

和初步处理后再搬运。搬运方法根据伤员的伤势情况、伤员的体

质和搬运的远近及道路情况而定，主要搬运方法有：单人背负法、

抱持法、扶持法和四人双手椅托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