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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安装一氧化碳报警器

1、不要停车开暖气。停车开暖气，会导致一氧化碳中毒，尤其是关闭车窗，会导致一
氧化碳聚集在车内无法排出。因此，不要为了一时的暖和，关闭车窗停车开暖气，即使要
开，也要注意让车窗留点缝隙，不要完全关死。

2、不要在家烧炭取暖。很多人住的是小平房或者家在农村，冬天习惯在卧室内烧炭
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造成悲剧，建议不要直接用明火在室内取暖，实在要烧炭取暖
的话，要做个通风口，防止室内空气闭塞干烧，造成危险。

3、燃气热水器不要放在洗澡间。洗澡间最好不要安装燃气热水器，因为洗澡间本来
就非常狭小，空气流动性差，在这么一个狭小空间内使用燃气热水器，会造成一氧化碳中
毒，所以装修时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将燃气热水器外置。

4、厨房要安装通风扇。厨房也是烧火做饭的重地，如果没有好的通风条件，是无法
保持空气畅通的，也更容易导致煤气泄漏和一氧化碳中毒，所以，要给厨房安装一个通风
扇，帮助空气流动。

5、卧室不要摆放很多植物。植物在白天进行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在
夜间植物进行呼吸作用，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这也会导致人缺氧而中毒。因此，建
议卧室不要摆放很多植物。

煤气取暖把好关 有备无患保平安
一氧化碳中毒，是很常见的致死原因，也是生活中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

秋冬季。因为煤气无色、无味、看不见、摸不着，许多人在淋浴、取暖、用火等方

面又缺乏必要的安全常识和预防措施。因此，提醒广大市民特别是仍采用煤

炉取暖的居民：在使用煤炉时，要提高警惕，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以避免发生

煤气中毒。

3 正确使用取暖炉具

１、立即打开门窗通风，关闭
燃具开关、阀门，使中毒者离开中
毒环境，移到通风好的房间或院
内，吸入新鲜空气，注意保暖。

2、禁止打开和关闭任何电器。

3、中毒者吸入煤气较少，还
未达到中毒程度时，要赶快到通风
处安静休息，避免活动后增加身体
耗氧量。

4、神志不清者应立即将其抬
到通风处，解开纽扣和腰带，保持
呼吸通畅，并检查呼吸、脉搏、血压
等情况，以便作紧急处理。

5、如神志不清者口内有异物
应及时清理干净;呼吸和心跳停
止者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胸外
按压。

6、尽快拨打120急救电话，使
中毒者及早得到治疗。

5 煤气中毒的急救措施

一氧化碳报警器按使用方向可分为家庭用一氧化碳报警器和工业用一氧化碳报警器，
另外按使用方式可分为壁挂（固定式）一氧化碳报警器和便携式一氧化碳报警器，根据您的
不同使用要求可以选择不同的仪器。

安装时注意事项

1.报警器探头主要是接触燃烧气体传感器的检测元件，由铂丝线圈上包氧化铝和黏合
剂组成球状，其外表面附有铂、钯等稀有金属。因此，在安装时一定要小心，避免摔坏探头。

2.报警器的安装高度一般应在160—170cm，以便于维修人员进行日常维护。

3.报警器是安全仪表，有声、光显示功能，应安装在工作人员易看到和易听到的地方，以
便及时消除隐患。

4.报警器的周围不能有对仪表工作有影响的强电磁场(如大功率电机、变压器)。

5.被测气体的密度不同，室内探头的安装位置也应不同。被测气体密度小于空气密度时，
探头应安装在距屋顶30cm处，方向向下；反之，探头应安装在距地面30cm处，方向向上。

1 煤气中毒的临床表现

2 如何做好防范措施

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臭、无刺激性的气体，极易与血红蛋白结合，形成碳氧血红
蛋白，使血红蛋白丧失携氧的能力和作用，造成组织窒息，严重时死亡。一氧化碳对全身
的组织细胞均有毒性作用，尤其对大脑皮质的影响最为严重。在家用煤气或煤炉、汽车
尾气中均有CO存在。

常见中毒症状：一是轻度中毒 。 患者可出现头痛、头晕、失眠、视物模糊、耳鸣、
恶心、呕吐、全身乏力、心动过速、短暂昏厥。血中碳氧血红蛋白含量达到10%～
20%。二是中度中毒。除上述症状加重外，口唇、指甲、皮肤粘膜出现樱桃红色，多
汗，血压先升高后降低，心率加速，心律失常，烦躁，一时性感觉和运动分离（即尚有
思维，但不能行动）。症状继续加重，可出现嗜睡、昏迷。三是重度中毒。患者迅速
进入昏迷状态。初期四肢肌张力增加，或有阵发性强直性痉挛；晚期肌张力显著降
低，患者面色苍白或青紫，血压下降，瞳孔散大，最后因呼吸麻痹而死亡。经抢救存
活者可有严重合并症及后遗症。

1.使用燃煤取暖时，一定要安装烟筒和风斗。

2.定期清扫烟筒，保持烟筒通畅，如果发现烟筒堵塞或漏气，必须及时清
理或修补。

3.要经常打开门窗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4.伸出室外的烟筒，还应加装遮风板或拐脖，防止大风将煤气吹回室内。

5.条件允许，燃煤采暖炉尽量不要安装在卧室或者与卧室相通的房间内。

将中毒者安全地从中毒环
境内抢救出来，迅速转移到清
新空气重，注意保暖。

应立即拨打 120、999急救
电话，将中毒者尽快送往医院。

若中毒者呼吸微弱甚至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如果心
跳停止，应进行心脏复苏。

不要将煤添的太高 防止烟道老化漏烟 清理炉内积灰

没烧透的煤放到室外 晚上睡前要检查
炉火是否封好

注意室内通风，
不要遮挡风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