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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烨 通讯员 杨萌
萌） 市民小俞回想起三天前的惊险一幕，庆
幸之余也感到后怕。如果当天过斑马线时，不
是及时跳上汽车引擎盖，他现在恐怕已经被撞
到医院里了。

事情发生在2月20日傍晚，在朋友家聚
餐完的小俞走下楼，打算到马路对面小店买包
烟。他在通过百丈东路一条斑马线时，惊险的
一幕发生了：西往东方向驶来一辆黑色本田雅
阁轿车，就当小俞以为对方要减速让行时，没
想到车子竟直接冲了过来。

“我根本躲不开，情急之下跳上了引擎
盖。”小俞告诉记者，当时他重重撞在汽车挡风
玻璃上，玻璃裂了一个小口。事发后，他很快
报警，随即到医院拍片做检查，因为骨头没伤，
配了点药膏就回家了。

记者了解到，小俞今年33岁，这次能躲开
车子，全是本能反应，可能跟大学时经常打篮
球也有关系，弹跳力还不错。

昨天下午，记者通过鄞州盛垫交警中队查
看到了肇事司机行车记录仪拍摄下来的视
频。事故发生在当天傍晚17点45分，正值晚
高峰，来往车辆多，只见肇事车辆西往东开过
了百丈东路与邱隘大道交叉口。发生事故的
斑马线就在前方不到百米处，身着黑色卫衣的
小俞站在斑马线前慢慢走了出来，而车子行进
至此，并未有减速的迹象。

眼看就要撞上了，说时迟那时快，小俞一
个腾空跳上了引擎盖，而肇事司机随即也条件
反射地向右打了方向。

“身体上没大碍，这两天在家休养，就是觉
得酸痛，使不上劲。其实当时司机打方向也很
危险，如果我从引擎盖上滚下来时，后面又冲
上来一辆车，估计肯定是避不开了。这一点，
现在想想有些后怕。”小俞说。

司机姓程，今年20多岁，对于这起事故他
也心有余悸。“那会儿天有点暗，我没看清有人
在斑马线上。车速估计是每小时40公里左
右，幸好他反应快啊。”

采访中，盛垫交警中队处理事故的陈警官
介绍，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遇
人行横道要减速慢行，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
道要停车让行。这起事故中，司机明显违反了
这项规定。

昨天，记者在百度搜索起火和踹门2个关键
词，很快搜出许多相关新闻：“家中无人微波炉起
火，邻家爹爹踹门救火”“清晨踹门救火牵出十五
年赡养情”“嫁女燃放烟花高楼起火，理发师踹门
救火”……

这些新闻里，都讲述了他人见义勇为，勇救危
险市民的故事，结果也是皆大欢喜：救人者、被救
者安然无恙或是受了小伤，没有造成大的伤亡。

然而，踹门救人真的这么容易吗？在热传的
网文里，指出了贸然踹门的危险：起火以后，房间
的温度急剧上升，空气压强也骤升，如果突然外门
打开，会引起爆燃。

“能否直接踹门，得看室内火势情况，如果都
烧到门了，肯定不行。”这一点，得到江北消防中队
指导员刘慧明的认可。他解释，在专业术语里，爆
燃应该叫做“轰燃”。它必须满足的条件是，在密

闭空间里有大量阴燃和高温烟气，一旦补充到大
量新鲜空气就会发生轰燃，进入猛烈燃烧。

刘慧明表示，即便是消防队员，处置室内起
火，在破门前，必须做好四项“规定动作”：水枪掩
护、藏身门后、手背试探和缓慢开启。“如果门不烫
的话，踹门的风险也相对较小。为了安全起见，进
去之前，必须从侧面先将门推开一点缝隙，让空气
慢慢贯通，切忌正面突入。”刘慧明说，火场里温度
急剧上升，空气压强也骤升，如果突然外门打开，
大火迎面扑来，肯定会伤人的。

可想而知，如果是普通市民，贸然灭火，将面
临多大的自身危险。“别看有贸然踹门成功自救的
案例，但因此而出事的也不少。”江北消防大队防
火参谋吴立军举例，2010年7月22日，福建省福
州市金诺大厦起火，保安情急之下踹门救人，瞬间
发生轰燃，造成1死6伤的惨剧。

踹门救人可能引火烧身？
卫生间避火靠不靠谱？
朋友圈热文说对了吗？记者请来消防专业人士为您讲清楚

生活中或者新闻里，常能听
闻这样的事：房间起火了，有路
人见义勇为，一脚猛踹开房门，
将被困人员救了出来。不过，最
近朋友圈的一则热文“房间着
火，这样踹门可能会致命”，说这
种办法可能引火烧身，是救火时
一种“错误的示范”，有误导之
嫌。真是这样吗？昨天，记者采
访了一名消防指挥员和防火参
谋。他们肯定地说：踹门救人是
门技术活，不能光靠勇敢和激
情，不然真有可能置自己于险
地。

踹门救人会引火烧身吗？

在与“踹门救人”相关的讨论里，“能否躲进卫
生间避火”的话题，也引来许多网友关注。本报曾
多次报道过有市民躲进卫生间成功获救的案例，
比如，2013年06月21日，镇海一对母子躲在卫生
间里，采用浇水、堵门、排烟等方式成功自救并逃
生，被消防部门赞为“堪称教科书式自救典范”。

尽管如此，民间、网络上仍对卫生间避火抱有
一定的疑义，认为躲避在卫生间是消极的苦等救
援策略，不是自救的好办法，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去
用，否则有可能置自己于险地。

这一点，用这则新闻可以佐证：2010年上海
胶州路高层建筑火灾中，一名女高中生躲到卫生
间，最后却不幸遇难。实际上，在起火2小时后，3
名消防队员还从大楼上层成功疏散了11名居民。

那到底能不能躲进卫生间避火？对此，消防
部门认为：没有一种可保万全的自救或逃生的方
式，只能因势利导选择最合适的办法。拿卫生间
来说，能否躲避，得看所处的位置和结构等因素。

“作为紧急避火场所，卫生间是有优点的，比
如有充足的水源，可以放水降温，也可以制作湿毛
巾等逃生的辅助物，门比较密闭不易透烟。”江北
消防中队指导员刘慧明说。

然而，卫生间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刘慧
明分析，很多家庭的卫生间都比较隐蔽，有的远离
大门，有的就在卧室里，这就会导致救援时没法第
一时间搜索到，延误了获救时间。还有最致命的
一点，有的卫生间窗户太小，甚至是个没有窗户的
极度封闭空间，连向窗外呼吸和呼救都没有办法。

该不该躲进卫生间避火？

记者了解到，2016年全市消防部门共接报火
灾3637起，平均每天有10起火灾，共造成16人遇
难。其中，住宅楼火灾最为多发。

昨天，记者采访了江北消防大队防火参谋吴
立军，他列举了常见的三点安全误区，可供市民朋
友们在处置时参考应用。

第一，煤气瓶起火。煤气瓶在初期稳定燃烧
时，因为是竖立的，阀门和起火口在上方，是不会
有爆炸危险的。但有的市民在慌乱中将煤气瓶拎
了出去，随意横放地上。那么，瓶内压力发生变
化，在燃烧过程中极易发生爆炸。

第二，火场中奔走呼救。火场里都是浓烟，不
要到处奔走及呼喊“救命”，这样不仅浪费时间和
体力，还会吸入浓烟，导致呼吸道灼伤，甚至危及
生命。如果是白天，可以在窗边用鲜艳的毛巾或
床单引起注意，晚上可以用手电筒等发出光线。

第三，车头起火。发现冒烟后，一些驾驶员惊
慌失措，第一反应就是打开引擎盖。这不仅导致
氧气涌入而助长火势，还会因高温及水蒸气灼伤
自己。正确的办法，是携带灭火器具，拉开一条缝
隙，对准火苗灭火。

“生活中类似的误区还有很多，比如楼道起火
后，随着众人往下冲或者往上跑，有时候还不如躲
在家中固守待援好。”有着丰富一线救援经验的江
北消防中队指导员刘慧明说，再如盲目跳楼，二楼
以下尚可考虑，再高就行不通了。

消防部门表示，火灾防控工作是防为主，消为
次。在面对火灾时，等待消防人员到来尚需一段
时间，因此掌握一定的科学自救方式，以及在家
中、车内配备基本的逃生工具极其重要。同时，救
人亦须量力而行，科学处置。

记者 马涛 通讯员 何润才

住宅楼火灾最为多发

消防员演练进门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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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轿车就要撞上自己

小伙一个腾空
跳上引擎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