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厨房里的油锅着火，正确的灭火动作怎么做？发生地震如何进行避险自救？怎样使
用灭火器扑灭初期火灾？发生火灾怎样科学逃生？……这些问题在青岛市应急安全体验
培训（市北）中心都能找到答案。3月20日上午，早报银龄俱乐部的部分成员在这里“沉
浸式”体验和学习了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应急避险知识，可谓受益匪浅。

沉浸式应急体验 安全“救”在身边
早报银龄俱乐部成员在市应急安全体验培训（市北）中心学习应急避险收获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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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应急安全体验培训（市北）中心位
于市北区大沙路2号，主要以“场景化沉浸
式”安全体验培训为特色，通过多种形式
开展安全科普活动。场馆通过场景搭建、
情景模拟各类突发事故发生的场景，能够
激发体验者学习安全知识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体验者在“理论学习、实战训练、模
拟逃生”的强化学习实训下，可以有效提
升突发事故自救避险的能力。

青岛市应急安全体验培训（市北）中
心是国内首家由企业自主投资设计、建
设、运营，专业化、综合性、一站式防灾应
急避险互动式体验场馆。场馆总面积约
2600平方米，涵盖消防安全、自然灾害、交
通安全、校园安全、医疗救护、安全生产、
人民防空、工伤预防等区域近百个体验课
程和项目。其中，高层火灾缓降逃生体
验、模拟灭火体验、“3至6级”地震模拟体
验、地铁应急避险逃生、溺水模拟体验、校
园安全十八堂课、触电模拟体验等体验项
目以“探索性、趣味性、实战性”等成为了
超高人气安全体验项目。

培训中心拥有一支综合实力雄厚的
培训讲师队伍，共有专职讲师、志愿者100
余名。

66 岁的刘东风和妻子张桂欣已经不
是第一次参加早报银龄俱乐部的活动，

“我们是早报的忠实读者，之前早报银龄
俱乐部组织的活动，我和老伴都积极参
加，这次的活动和以往有很大不同，既学
习了知识，又增强了动手操作能力，非常
好，以后早报银龄俱乐部组织的活动我们
还会参加。”刘东风说。

“这次活动收获很大，非常感谢早报
银龄俱乐部组织的这次活动，我觉得这样
的参观学习非常有意义，既具知识性，又
有趣味性。”今年64岁的郑保海告诉记者，
他这次是和几位老伙计一起来参加活动，
大家感觉都很好，既丰富了知识，又提高
了动手能力，还强化了大家的安全意识。

“早报组织的这次活动让我收获了很
多惊喜，这次活动不仅仅是参观，还有很
多互动体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教打安全
结，非常实用，回家我就要教给孩子们，这
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太有帮助了。”银龄俱
乐部成员朱振宇说。

“虽然这次参加活动的人员年龄偏大，
但整个活动过程中大家听得特别认真，这
让我很受感动。”市应急安全体验培训（市
北）中心培训讲师冯子缇告诉记者。

互动体验收获满满

/ 感受 /

安全科普教育受欢迎

/ 延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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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游戏中“玩”出安全感

灭火器怎么用？现场工作人员手
把手教大家正确的使用方法。“拔出灭
火器上的小铁环，一只手握住瓶身，另
一只手握住胶皮软管的前端，按下压
柄，站到离火源三到五米的地方，对准
火源的根部扫射，直到火焰熄灭……”
听完工作人员的讲解，大家开始操练
起来。“灭火器”发射出来的红点对准
模拟火焰的根部不断左右扫射，火焰
逐渐熄灭。其实，大家手中的不是真
的灭火器，它是利用红外线感应原理
进行的模拟灭火练习。

“我的私家车上一直备有小型灭
火器，可是我从来没用过，这下好了，
通过老师手把手教，我知道了灭火器
的正确使用方法。”参加活动的杨先生
对记者说。

在电子触摸屏前，“寻找安全隐
患”小游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用手
指轻触屏幕，卧室、厨房、宿舍……不
同的场景会弹到屏幕上，大家凑到屏
幕前，仔细地寻找着画面上的“线索”，
点击画面上相对应的“线索”，屏幕会
显示是否正确。“卧室里不能抽烟，台
灯下面不能摆放可燃物，插排上的电
源插座不能太多”……大家眼睛紧盯
着屏幕，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除了设计新颖的游戏互动环节，
现场工作人员的讲解也给大家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如果家中出现油锅起火
或者燃气泄漏怎么办？负责讲解的工
作人员冯子缇告诉大家：“油锅起火首
先要关闭打火灶，用锅盖灭火的时候
不能从正上方去盖锅盖，锅盖要从一
侧快速斜切着放到锅上，起到迅速隔
绝空气的作用。除此之外，也可以使

用一些唾手可得的食材进行灭火，比如
沥干水的蔬菜，或者大米、小米、绿豆之
类的粮食，都可以直接扔进锅里，就像沙
子一样起到灭火的作用。但是，需要注
意面粉是不能用来灭火的，因为面粉作
为可燃性的粉尘，在空气中一旦遇到明
火或者静电，是会引起爆炸的。”大家一
边听着讲解，一边频频点头。

现场

体验逃生避险“规范动作”

地震一旦发生，我们该如何自救？
工作人员告诉大家，首先要找到“黄金三
角区”，就是家中的承重墙附近，其次要学
会自我保护动作。蹲下身体，一只手伸到
后颈部，保护颈椎，另一只手保护小脑，用
胳膊肘夹紧太阳穴。对于老年人来说，可
能下蹲比较困难，可以选择侧卧式。学会
了这套基本动作，接下来，参观团的成员
走进地震模拟小屋，伴随着墙体的倒塌
声，地面开始剧烈摇晃，大家按照之前学
到的自救方法，迅速抱头蹲下。“这个体验
真实感很强，我年轻的时候就经历过地
震，当时房间里的吊灯摇摆得很厉害，这
些场景都还历历在目，所以学习防震知识
十分必要。”参加活动的张女士说。

工作人员告诉大家，火灾伤亡者中，
绝大部分人是被浓烟熏呛致死，为了避
免浓烟熏呛，逃生的过程中需要做到弯
腰、低姿，用衣领或袖口捂住口鼻，另一
只手轻触墙壁，通过点触的方式触摸墙
壁，可以判断温度，也可以知道火源的远
近，如果往前走的过程中墙壁越来越烫，
说明离火源越来越近，就要往相反的方
向逃生。听完了讲解，接下来，大家要穿
过一个 150 米长的烟雾逃生通道，逃生
通道里烟雾弥漫，“一定要捂住口鼻，要
猫着腰走哈！”“要镇定，要走稳，一个人
摔倒了，后面的可就不得了了！”大家运

用刚学到的逃生知识，穿过重重迷雾，最
终安全逃离“火场”。“劫后余生”的成员
互相交流起心得。

现场

关键时刻能救命的“绳结”

如果是高层起火如何逃生？在参与
高层火灾缓降逃生体验之前，工作人员
给大家讲解了动作要领，“套上安全绳索
下降的过程中，胳膊要尽量伸直，手掌与
墙面接触，身体尽量保持平衡……”接下
来的体验环节，参观团的几位成员自告
奋勇地套上安全绳索，体验了一把“空中
飞人”。

如果有人突发意外需要进行心肺复
苏怎么办？大家跟随工作人员学习了心
肺复苏的具体方法。“首先要对患者进行
意识判断，然后找到按压点，按压时的动
作力度、频率都有要求，动作要规范。”经
过工作人员的示范，大家开始实际操作，

“心肺复苏看起来挺简单，实际真不简
单。”“做起来还挺累的，我没做多少感觉
就开始出汗了。”

一根绳子可以用来做什么？用一根
绳子，或者类似于绳子的东西，在关键时
刻能帮助自己逃生。比如当室内发生火
灾，可以把好几条床单连起来当成绳子，
人可以顺着这根“绳子”从窗户逃生。但
是问题来了：如果床单与床单之间松脱
了岂不是很危险？对，这就是打好“绳
结”的重要性。

此次活动的最后一项内容，是工作
人员手把手教大家打绳结。大家认真
听，仔细学，跟着工作人员的步骤一步一
步练起来。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让每
一位成员都能学会。“太有意思了，原来
能救命的绳结是这样打。”“今天学的这
些内容真实用。”体验结束后大家开心地
交流着各自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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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龄俱乐部成员学习应急避险知识。高层逃生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