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预防一氧化氮中毒的手抄报 预防一
氧化碳中毒家长一封信(汇总8篇)

在即兴表演中，演员没有预先准备好的剧本或台词。创造一
个良好的团队氛围对于进行即兴表演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与
其他演员保持默契和协作。接下来是一些即兴表演的精彩瞬
间，让我们一起感受艺术的瞬息万变和无限魅力。

预防一氧化氮中毒的手抄报篇一

各位家长：

您好！

冬季取暖季来到，为保证您和孩子的身体健康，我校向您介
绍预防煤气中毒安全知识。

1、在密闭居室中使用煤炉取暖、做饭，由于通风不良，供氧
不充分，大量一氧化碳积蓄在室内。

2、城市居民使用管道煤气，如果管道漏气，开关不紧，均可
使煤气大量溢出。

3、使用燃气热水器，通风不良，洗浴时间过长。

4、冬季在车内发动汽车或开动车内空调后在车内睡眠，都可
能引起煤气中毒。

1、轻度中毒。中毒者感到头晕、头痛、眼花、全身乏力。

2、中度中毒。中毒者出现多汗、烦躁、走路不稳、皮肤苍白、
意识模糊、老是感觉睡不醒、困倦乏力。



3、重度中毒。中毒者多已神智不清，牙关紧闭，全身抽动，
大小便失禁，面色口唇现樱红色，呼吸、脉搏增快，血压上
升，心律不齐，等现象。

1、应尽快让患者离开中毒环境，并立即打开门窗，流通空气。

2、患者应安静休息，避免活动后加重心、肺负担及增加氧的
消耗量。

3、给予中毒者充分的氧气。

4、对中毒较轻的病人，可以让他喝些浓茶，鲜萝卜汁和绿豆
汤等。

5、神智不清的中毒患者必须尽快抬出中毒环境，让病人平躺
下，解开衣扣和裤带。在最短的时间内，检查病人呼吸、脉
搏、血压情况，根据这些情况进行紧急处理。

6、中毒者呼吸心跳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还
可以针炙，针炙时可刺入人中、足三里、十宣等穴位。

7、呼叫120急救服务，急救医生到现场救治病人。

8、病情稳定后，将病人护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

9、中毒者应尽早进行高压氧舱治疗，减少后遗症。

1、合理使用煤炉，装上烟筒并使其完整，正确安装风斗。

2、伸向窗外的部分要加上防风帽。

3、煤炉、烟筒一定要密封。架设在室内、用于通煤气的炉筒
各接口处，必须要用双层塑料胶带或黑布胶带缠绕使其封闭，
而炉筒各接口处要顺向连接并保持一致，以防煤炭燃烧产生
的液体倒流，影响通气、腐蚀炉具，而且这样安装也不利于



通风。

4、煤炉通风口要直对门口方向，夜间用煤球封火时应适当留
通风口，千万不可封死所有通风的地方，用于封火的燃煤量
也要适中。

5、白天用煤炉做饭时要打开窗户，让空气流通。

6、由于蜂窝煤燃烧产生的煤气液体酸性很强，容易腐蚀铁皮
炉筒，为防止不断脱落的铁锈堵塞煤炉的排气口，使用时最
好三四天清理一次杂物，并轻轻敲击炉筒，让即将脱落的铁
锈脱落并清理干净，以防烟灰堵塞烟筒，影响煤气出路。

7、选购蜂窝煤时要注意，优质，也就是毒气很小的煤球色发
蓝，而劣质蜂窝煤色泽发黑。从燃烧过程看，劣质煤燃烧过
的废煤球有点发红，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
而优质煤燃烧过的废煤球整体发白且产生的废气无害。

8、装有土暖气者检查管道穿过墙壁的地方，应该完全堵死，
防止有害气体进入卧室。

9、睡觉前应该仔细检查煤炉盖是否盖严，风门是否关死。

10、切忌在没有烟囱的情况下在室内用煤、木炭、木柴、焦
炭等可燃物取暖。

11、为了防止万一，可在家里安装1个换气扇。

预防煤气中毒，从增强防范意识做起！

预防一氧化氮中毒的手抄报篇二

尊敬的家长：



您好！进入冬季，一氧化碳中毒（俗称煤气中毒）事故进入
多发易发阶段。为保证您和孩子的生命安全，希望您注意做
好家庭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及孩子安全教育工作。

家庭生活中，可引起一氧化碳中毒的来源很多，常见有以下
几方面：

1、在密闭居室中烧煤炭取暖，由于通风不良，供氧不充分，
可能产生大量一氧化碳积蓄在室内，致使中毒。

2、使用直排式燃气热水器洗澡，有的家庭将直排式燃气热水
器安装在卫生间里，通风不良，洗浴时间过长，造成中毒。

3、汽车尾气、在车库内发动汽车或开动车内空调后在车内睡
着，也可能引起一氧化碳中毒。

1、烧煤炭取暖时，要打开窗户流通空气，且室内一定要安装
通风设备。在室内如感到有头晕、恶心等症状应考虑有煤气
中毒因素，应立即开窗通风。

2、使用合格的热水器，要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热水器，请专
业人员安装，不要将直排式燃气热水器安装在卫生间里，浴
室要安装排风扇通风，定期检查煤气接管，预防煤气泄漏。

3、在车内开空调取暖或者睡觉要注意开窗通风或者将空调模
式调至外循环状态。

煤气中毒特点：人最初感觉头痛、头晕、心慌、眼花、恶心、
呕吐，而后转为面色潮红、口唇呈樱桃红色、四肢无力、呼
吸困难，甚至出现昏迷而危及生命。

1、立即打开门窗通风，尽快将中毒病人抬到新鲜空气流通的
地方，解开病人的衣领、裤带，放低头部，并使其头向后仰，
有利于病人呼吸道通畅。



2、将患者撤离危险区域后，在保持病人呼吸道畅通的同时务
必注意保暖身体。

3、病人如已昏睡、昏迷，可进行人工呼吸，并立即拨打120
急救电话求助，迅速送医院治疗。

以上内容，请每一位家长认真阅读，防患于未然。

祝您及家人平安、幸福、快乐！

预防一氧化氮中毒的手抄报篇三

尊敬的家长朋友：

您好！

冬天是一氧化碳中毒的多发期，为保证您和孩子身体健康与
安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事故发生，请认真阅读以下内容，
和我们共同做好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的安全教育和预防工作。

煤气中毒通常指的是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比
空气轻，易于燃烧，燃烧时为蓝色火焰。空气中一氧化碳含
量如果达到0。04%—0。06%时，就可使人中毒。在不少没有
加入集中供暖的家中，烧煤炭取暖仍然不可缺少，这自然也
意味着极易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情况。其实，预防一氧化碳
中毒最关键的是要保持通风。因此，炉子安装的位置、烟筒
的朝向都非常有讲究。同时，有条件的家庭不妨安装一氧化
碳报警器，这在目前看来才是最靠谱的'方法。

在密闭居室中使用煤炉取暖、做饭，由于通风不良，供氧不
充分，可产生大量一氧化碳积蓄在室内。包括门窗紧闭，又
无通风措施，未安装或不正确安装风斗，疏忽大意，思想麻
痹，致使煤气大量溢出；气压低，煤气难以流通排出。



城市居民使用管道煤气，如果管道漏气，开关不紧，均可使
煤气大量溢出，造成中毒。使用燃气热水器，通风不良，洗
浴时间过长。冬季在车内发动汽车或开动车内空调后在车内
睡眠，都可能引起煤气中毒。

1、轻度中毒：中毒者会感觉到头晕、头痛、眼花、全身乏力，
这时如能及时开窗通风，吸入新鲜空气，症状会很快减轻、
消失。

2、中度中毒：中毒者可出现多汗、烦躁、走路不稳、皮肤苍
白、意识模糊、老是感觉睡不醒、困倦乏力，如果采取有效
措施，基本可以治愈，很少留下后遗症。

3、重度中毒：此时中毒者多已神志不清，牙关紧闭，全身抽
动，大小便失禁，面色口唇现樱红色，呼吸、脉搏增快，血
压上升，心律不齐，肺部有啰音，体温可能上升。极度危重
者可持续深度昏迷，脉细弱，不规则呼吸，血压下降，也可
出现高热40摄氏度，此时生命垂危，死亡率高。即使有幸未
亡，也会遗留严重后遗症。

1、应尽快让患者离开中毒环境，并立即打开门窗，流通空气。

2、患者应安静休息，避免活动后加重心、肺负担及增加氧的
消耗量。

3、给予中毒者充分的氧气。

4、对中毒较轻的病人，可以让他喝些浓茶，鲜萝卜汁和绿豆
汤等。

5、神志不清的中毒患者必须尽快抬出中毒环境，让病人平躺
下，解开衣扣和裤带。在最短的时间内，检查病人呼吸、脉
搏、血压情况，根据这些情况进行紧急处理。



6、中毒者呼吸心跳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还
可以针灸，针灸时可刺入人中、足三里、十宣等穴位。

7、呼叫120急救服务，急救医生到现场救治病人。

8、病情稳定后，将病人护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

使用自烧炉子取暖的居民，一定要做好炉具等的安全防范措
施。

夜晚中毒危险最大炉具切忌安在卧室，在发生的一氧化碳中
毒过程中，有80%的案例都是因为炉具安装在卧室里，使人在
夜晚睡眠状态中中毒。一氧化碳，是我们熟知的所谓“煤
气”中的主要成分。这种气体是无色、无味、无刺激性的。
而且一氧化碳在密度上与正常空气没有太大差别，可以与空
气完全融合，所以空气中一氧化碳累积，市民并不容易发现。
一定不要将炉具安装在卧室当中。煤炭在燃烧过程中，先产
生一氧化碳，然后进一步燃烧才会产生二氧化碳。在煤炭燃
烧不充分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一氧化碳气体。而市民在夜间
睡觉时，习惯封火，在封火的状态下，煤炭容易燃烧不充分，
产生一氧化碳。

烟筒堵塞阻碍流通应定期敲打清灰，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另
外一个原因是烟筒的拔力（抽力）不足，而拔力不足的原因
一方面是烟筒高度不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煤炭燃烧过程中
产生的烟灰附着在烟道里，造成烟筒的内径减小。判断烟筒
有没有堵塞的方法很简单，在生火的时候如果很容易就能点
着，说明烟道是比较通畅的。如果点火很困难，很有可能烟
筒就处于半堵塞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市民只要用火钩敲
打一下烟筒，烟筒里的灰尘就会自己落下来，最好每个月定
期敲打一次烟筒，防止烟筒堵塞。

烟筒出口最好向上至少不要朝北朝西。烟筒出口的安装也很
重要。在北方通常情况下，烟筒出口朝向是朝上的，安装烟



筒时要格外注意，最好不要改变烟筒出口方向使其朝向北方
和西方。冬季西北风常见，如果烟筒朝向西方和北方，容易
倒灌风，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如果房屋结构只能允许出口朝
向北方和西方，需在出口的地方加上一段朝上的烟筒，防止
倒灌风。

呼吸新鲜空气可解轻度中毒者症状，民间流传着一些防止一
氧化碳中毒的土方法，在炉子旁边放一盆水就是其中之一。
实际上这种方法并不靠谱，一氧化碳并不溶于水，所以在炉
子旁边放一盆水也无法降低空气中的一氧化碳浓度。还有一
些说法是在炉子旁边点一支蜡烛，就可以促进充分燃烧，变
一氧化碳为二氧化碳，这种说法也并不靠谱。炉子旁边点燃
一支蜡烛只能燃烧周围的小部分一氧化碳，而且如果不注意
还会引发火灾，此外，空气中二氧化碳累积对身体也并不好。
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关键还是要保持通风。

写信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预防一氧化氮中毒的手抄报篇四

尊敬的家长朋友：

您好！

冬春季节是一氧化碳中毒的多发期，为保证您和孩子的身体
健康与安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事故的发生，请认真阅读以
下内容，和我们共同做好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的安全教育和防
范工作。

关于一氧化碳中毒您了解吗？

一氧化碳为无色无味气体，被称为”无形的杀手”，即使发



生泄漏或超标也不能让人察觉，等到发现时，人已经头晕、
浑身酸软，无力求救及逃生。

一氧化碳中毒的高发季是冬季，因为天气寒冷，门窗紧闭，
毒气浓度越来越高，最后超过安全值而使人中毒。

你知道一氧化碳中毒有哪些症状吗

程度可分为三级：

轻度中毒

会出现头痛、头晕、心慌、恶心、呕吐、心悸和四肢无力等
症状。

中度中毒

患者出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幻觉、视物不清、面色潮
红、多汗、烦躁、逐渐昏迷。

重度中毒

迅速出现昏迷、呼吸抑制、肺水肿、心律失常或心力衰竭，
患者可呈现去皮质综合征状态。

常见的一氧化碳中毒原因：

1、在密闭居室中使用煤炉取暖、做饭，由于通风不良，供氧
不充分，可产生大量一氧化碳积蓄在室内。门窗紧闭，又无
通风措施，未安装或不正确安装风斗，疏忽大意，思想麻痹，
致使煤气大量溢出；气压低，煤气难以流通排出。

2、城市居民使用管道煤气，如果管道漏气，开关不紧，均可
使煤气大量溢出，造成中毒。



3、使用燃气热水器，通风不良，洗浴时间过长。

4、冬季在车内发动汽车或开动车内空调后在车内睡眠，都可
能引起一氧化碳中毒。

一氧化碳中毒的家庭急救方法

1、立即打开门窗通风

迅速将患者转移至空气新鲜流通处，卧床休息，保持安静并
注意保暖。

2、确保呼吸道通畅

对神志不清者应将头部偏向一侧，以防呕吐物吸入呼吸道引
发窒息。

3、头置冰袋以减轻脑水肿

有昏迷或抽搐者，可在头部置冰袋，以减轻脑水肿。因为经
呼吸道吸入肺内的一氧化碳，与血红蛋白的结合力很强，所
以，一氧化碳很快与血红蛋白结合成碳氧血红蛋白，不能携
带氧，使组织发生缺氧，出现中枢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循
环系统等中毒症状。

4、迅速送往有高压氧治疗条件的医院

因为高压氧不仅可以降低碳氧血红蛋白的半衰期，增加一氧
化碳排出和清除组织中残留的一氧化碳外，并能增加氧的溶
解量，降低脑水肿和解除细胞色素化酶的抑制。

5、观察病人变化

对轻度中毒者，经数小时的通风观察后即可恢复，对中、重
度中毒应尽快向急救中心呼救。在转送医院的途中，一定要



严密监测中毒者的神志、面色、呼吸、心率、血压等病情变
化。

如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1、注意通风。室内使用煤炉、炭火等取暖设备时，门窗不要
全用塑料膜封死，要预留一定的缝隙，使室内空气流通，避
免一氧化碳聚积。要经常开窗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2、选择正规取暖工具。取暖用的煤炉要安装烟囱，炉具应从
正规渠道购买，烟囱接口处要顺茬接牢(烟囱粗的一头朝向煤
炉)，保持烟囱结构严密和通风良好，防止漏烟、倒烟，并保
持其畅通。不使用国家明文规定禁止生产和销售的直排式热
水器和烟道式热水器。

3、经常检查。正确安装使用煤炉、炭火等取暖设备，热水器
应该尽量安装在室外通风处，洗澡时浴室门窗不要紧闭，洗
澡时间也不宜过长。

4、远离危险品。煤炭、炉火等取暖设备应远离易燃、易爆、
易挥发的有毒物质。

5、安装一氧化碳探测器。使用煤炭炉的家庭，最好安装一氧
化碳探测器，并定期检查维护，以确保探测器正常运行。

文档为doc格式

预防一氧化氮中毒的手抄报篇五

亲爱的家长：

您好！当前季节，是一氧化碳中毒事件易发期和高发期，为
做好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工作，保证您和孩子的生命安全，现
将一些预防措施与自救常识推荐给您，请您谨记，并相互告



知。

什么是一氧化碳中毒

一氧化碳中毒是含碳物质燃烧不完全时引起的中毒。一氧化
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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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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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氧化碳中毒原因

在密闭居室中使用煤炉取暖、燃气灶做饭、燃气热水器淋浴，
由于门窗紧闭，无通风措施或通风不良、供氧不足、燃烧不
充分，可产生大量一氧化碳聚集在室内，造成一氧化碳中毒。

在车内发动汽车或开动车内空调后在车内睡眠，也可能引起
一氧化碳中毒。

燃气灶、燃气热水器的质量不合格和不规范安装等问题，也
是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的原因之一。

一氧化碳中毒症状

轻度中毒

中毒者会感觉到头晕、头痛、眼花、全身乏力，这时如能及
时开窗通风，吸入新鲜空气，症状会很快减轻、消失。

中度中毒

中毒者可出现多汗、烦躁、走路不稳、皮肤苍白、意识模糊、
老是感觉睡不醒、困倦乏力，如果采取有效措施，基本可以
治愈，很少留下后遗症。

重度中毒



此时中毒者多已神智不清，牙关紧闭，全身抽动，大小便失
禁，面色口唇现樱红色，呼吸、脉搏增快，血压上升，心律
不齐，肺部有杂音，体温可能上升。极度危重者可持续深度
昏迷，脉细弱，不规则呼吸，血压下降，也可出现高热40摄
氏度，此时生命垂危，死亡率高。即使有幸未亡，也会遗留
严重后遗症。

发现一氧化碳中毒怎么办

1、使用燃气器具时，若出现头晕、眼花、恶心、心慌、四肢
无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尽快打开门窗换气，并尽
快就医，并联系燃气器具厂家或供气公司进行检修。

2、发现他人中毒，因为一氧化碳比空气轻，救护者应用湿毛
巾捂住口，俯伏进入室内，关掉煤气，不能出现明火，不要
开关电器。迅速将中毒者抬到通风处，松开衣领，保持呼吸
通畅，并呼叫120急救。

3、等待急救时，患者应安静休息，避免活动后加重心、肺负
担及增加氧的耗量，同时注意保暖。

4、如果中毒者呼吸心跳停止，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
压。

如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1、使用管道煤气时，要防止管道老化、跑气、漏气，烧煮时
防止火焰被扑灭，导致煤气溢出。

2、不使用淘汰热水器，如直排式热水器和烟道式热水器，这
两种热水器都是国家明文规定禁止生产和销售的；安装热水
器最好请专业人士安装，不得自行安装、拆除、改装燃具。
冬天洗澡时浴室门窗不要紧闭，洗澡时间不要过长。



3、不使用淘汰热水器，如直排式热水器和烟道式热水器，这
两种热水器都是国家明文规定禁止生产和销售的；安装热水
器最好请专业人士安装，不得自行安装、拆除、改装燃具。
冬天洗澡时浴室门窗不要紧闭，洗澡时间不要过长。

4、不要在密闭的室内吃炭火锅、点炭火盆。

5、开车时，不要让发动机长时间空转；车在停驶时，不要过
久的开放空调机；即使是在行驶中，也应经常打开车窗，让
车内外空气产生对流，感觉不适即停车休息；驾驶或乘坐空
调车如感到头晕、发沉、四肢无力时，应及时开窗呼吸新鲜
空气；不要躺在车门车窗紧闭、开着空调的汽车内睡觉；长
途行车，开内循环，定期开窗通风。

6、有条件的情况下，在可能产生一氧化碳的区域安装一氧化
碳报警器。

预防一氧化氮中毒的手抄报篇六

尊敬的家长朋友：

您好！

冬春季节是一氧化碳中毒的多发期，为保证您和孩子的身体
健康与安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事故的发生，请认真阅读以
下内容，和我们共同做好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的安全教育和防
范工作。

关于一氧化碳中毒您了解吗？

一氧化碳为无色无味气体，被称为”无形的杀手”，即使发
生泄漏或超标也不能让人察觉，等到发现时，人已经头晕、
浑身酸软，无力求救及逃生。



一氧化碳中毒的高发季是冬季，因为天气寒冷，门窗紧闭，
毒气浓度越来越高，最后超过安全值而使人中毒。

你知道一氧化碳中毒有哪些症状吗

程度可分为三级：

轻度中毒

会出现头痛、头晕、心慌、恶心、呕吐、心悸和四肢无力等
症状。

中度中毒

患者出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幻觉、视物不清、面色潮
红、多汗、烦躁、逐渐昏迷。

重度中毒

迅速出现昏迷、呼吸抑制、肺水肿、心律失常或心力衰竭，
患者可呈现去皮质综合征状态。

常见的一氧化碳中毒原因：

1、在密闭居室中使用煤炉取暖、做饭，由于通风不良，供氧
不充分，可产生大量一氧化碳积蓄在室内。门窗紧闭，又无
通风措施，未安装或不正确安装风斗，疏忽大意，思想麻痹，
致使煤气大量溢出；气压低，煤气难以流通排出。

2、城市居民使用管道煤气，如果管道漏气，开关不紧，均可
使煤气大量溢出，造成中毒。

3、使用燃气热水器，通风不良，洗浴时间过长。

4、冬季在车内发动汽车或开动车内空调后在车内睡眠，都可



能引起一氧化碳中毒。

一氧化碳中毒的家庭急救方法

1、立即打开门窗通风

迅速将患者转移至空气新鲜流通处，卧床休息，保持安静并
注意保暖。

2、确保呼吸道通畅

对神志不清者应将头部偏向一侧，以防呕吐物吸入呼吸道引
发窒息。

3、头置冰袋以减轻脑水肿

有昏迷或抽搐者，可在头部置冰袋，以减轻脑水肿。因为经
呼吸道吸入肺内的一氧化碳，与血红蛋白的结合力很强，所
以，一氧化碳很快与血红蛋白结合成碳氧血红蛋白，不能携
带氧，使组织发生缺氧，出现中枢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循
环系统等中毒症状。

4、迅速送往有高压氧治疗条件的医院

因为高压氧不仅可以降低碳氧血红蛋白的半衰期，增加一氧
化碳排出和清除组织中残留的一氧化碳外，并能增加氧的溶
解量，降低脑水肿和解除细胞色素化酶的抑制。

5、观察病人变化

对轻度中毒者，经数小时的通风观察后即可恢复，对中、重
度中毒应尽快向急救中心呼救。在转送医院的途中，一定要
严密监测中毒者的神志、面色、呼吸、心率、血压等病情变
化。



如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1、注意通风。室内使用煤炉、炭火等取暖设备时，门窗不要
全用塑料膜封死，要预留一定的缝隙，使室内空气流通，避
免一氧化碳聚积。要经常开窗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2、选择正规取暖工具。取暖用的煤炉要安装烟囱，炉具应从
正规渠道购买，烟囱接口处要顺茬接牢(烟囱粗的一头朝向煤
炉)，保持烟囱结构严密和通风良好，防止漏烟、倒烟，并保
持其畅通。不使用国家明文规定禁止生产和销售的直排式热
水器和烟道式热水器。

3、经常检查。正确安装使用煤炉、炭火等取暖设备，热水器
应该尽量安装在室外通风处，洗澡时浴室门窗不要紧闭，洗
澡时间也不宜过长。

4、远离危险品。煤炭、炉火等取暖设备应远离易燃、易爆、
易挥发的有毒物质。

5、安装一氧化碳探测器。使用煤炭炉的家庭，最好安装一氧
化碳探测器，并定期检查维护，以确保探测器正常运行。

预防一氧化氮中毒的手抄报篇七

各位家长朋友：

您好！春季是北方地区一氧化碳中毒意外事件的易发期和高
发期，为保证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与安全，避免一氧化碳中
毒事故的发生，请认真阅读以下内容，和我们共同做好预防
一氧化碳中毒的安全教育和防范工作。

空气中一氧化碳含量如果达到0.04%-0.06%时，就会与血红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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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组织室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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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密闭居室中使用煤炉取暖、做饭，由于通风不良，供氧
不充分，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积聚在室内。门窗紧闭，又无
通风措施，未安装或不正确安装排气扇，疏忽大意，思想麻
痹，致使煤气大量溢出；气压低，煤气难以流通排出。

2、许多家庭将燃气热水器安装在了洗浴间里，燃气不完全燃
烧，如果时间过长，一氧化碳容易聚积，加上天冷关窗，通
风不畅，导致中毒发生；还有个别小的理发店，空间小，燃
气热水器放在了室内，同样容易发生中毒事件。

3、启动汽车或开启车内空调后在车内睡觉，也可能引起一氧
化碳中毒。

1、在家里使用煤炉做饭、取暖，一定要使用烟囱和排气扇把
煤烟排出室外，定期清扫排气设备，保持排气设备通畅。如
果发现排气设备堵塞或排气不通畅，必须及时清理或修补，
注意防止倒风或煤气泄漏。

2、烧木炭取暖的家庭，要特别注意保持室内通风。

3、注意热水器和煤气的正确使用方法，房间内若有燃气灶、
取暖炉，应24小时开窗透气。如用燃气热水器洗澡，除保持
通风外，洗澡时间应控制在15-30分钟以内。

4、防止天然气、液化气管道漏气，注意检查连接灶具的软管
是否松脱、老化、破裂等；使用煤气灶，注意烧煮中的火焰
被扑灭时，会造成煤气大量溢出。(建议考虑安装天然气报警
器或一氧化碳报警器。)

5、长时间驾驶汽车应定期开窗通风；不要在门窗紧闭、开着
空调的汽车内睡觉，在停驶时开空调切不可将车窗全部关闭。



1、轻度中毒。中毒者会感到头晕、头痛、眼花、全身乏力，
这时如能及时开窗通风，吸入新鲜空气，症状会很快减轻、
消失。

2、中度中毒。中毒者可出现多汗、烦躁、走路不稳、皮肤苍
白、意识模糊、老是感觉睡不醒、困倦乏力，如果采取有效
措施，基本可以治愈，很少留下后遗症。

3、重度中毒。中毒者神志不清，牙关紧闭，全身抽动，大小
便失禁，面色口唇现樱红色，呼吸、脉搏增快，血压上升，
心律不齐。极度危重者可持续深度昏迷，脉细弱，不规则呼
吸，血压下降，也可出现40℃高热，此时生命垂危，死亡率
高。即使有幸存活，也会遗留严重后遗症。

发现他人一氧化碳中毒时，救助时应遵循以下步骤：

1、救助者应匍匐进入现场；

2、打开门窗通风，迅速将患者转移到通风保暖处平卧，解开
衣领及腰带利其呼吸顺畅；

3、对于昏迷不醒的患者可将其头部偏向一侧，以防呕吐物吸
入肺内导致室息；

4、心跳呼吸微弱或已停止者，立即进行心肺复苏；

5、同时呼叫救护车，将中毒者送往有高压氧仓的医院抢救。
中毒严重及有昏迷史者清醒后也一定要送医院接受高压氧治
疗，以免发生严重后遗症，出现脑功能障碍。

以上内容，请大家认真阅读，并告知您的亲朋好友，让更多
的人了解掌握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的安全知识，防患于未然。

衷心祝愿您及您的'家人平平安安，幸福快乐！



预防一氧化氮中毒的手抄报篇八

冬季很容易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是一种无形“杀
手”，具有无色、无味的特点。如果人体吸入大量的一氧化
碳就会引起严重缺氧，从而造成中毒。

1、在密闭居室中使用煤炉取暖、做饭，由于通风不良，供氧
不充分，可产生大量一氧化碳积蓄在室内。包括门窗紧闭，
又无通风措施，未安装或不正确安装风斗，致使一氧化碳大
量溢出；气压低，一氧化碳难以流通排出。

2、城市居民使用管道煤气，如果管道漏气，开关不紧，均可
使煤气大量溢出，造成中毒。

3、使用燃气热水器，通风不良，洗浴时间过长。

4、冬季在车内发动汽车或开动车内空调后在车内睡眠，都可
能引起一氧化碳中毒。

1、中毒轻者常常表现为头晕、眼花、头痛、胸闷憋气，心慌，
四肢无力，恶心呕吐，甚至晕倒。

2、中毒重者面色潮红，口唇呈现樱桃红色，呼吸急促，脉搏
跳动加快，心跳不规则，甚至大小便失禁，昏迷不醒，继而
呼吸、心跳停止，造成死亡。

在日常生活中，有人认为睡觉时在炉火边放一盆水可以防止
一氧化碳中毒，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一氧化碳不易
溶于水，正确的预防措施应是：

1、在冬季用煤炉取暖时，煤炉首先要装上烟筒，并检查煤炉
和烟筒是否漏气，烟道有无堵塞，是否通畅，并根据当地风
向确定排烟方向，以防灌倒风。



2、俗话说“宁可冷清清，不能烟熏熏”晚上睡觉，不要堵上
炉火的风门，屋内要设通风口，注意室内空气的流通。

3、刚刚生着的煤炉，最容易产生一氧化碳，应及时打开窗户
通风，并等炉火着旺后，再封火，切不可用湿煤封火。封火
后对燃烧未尽的炉灰，应及时清理。

4、用火炕取暖，要注意火炕的密封情况，做到不漏气，排烟
顺畅。

5、要做到定期检查烟筒和烟囱是否漏气，是否堵塞。长时间
停火后，再生火时一定要检查烟筒和烟囱。确保自身的安全。

1、应尽快让患者离开中毒环境，并立即打开门窗，流通空气。

2、患者应安静休息，避免活动后加重心、肺负担及增加氧的
消耗量。

3、给予中毒者充分的`氧气。对中毒较轻的病人，可以让他
喝些浓茶，鲜萝卜汁和绿豆汤等。

4、神智不清的中毒患者必须尽快抬出中毒环境，让病人平躺
下，解开衣扣和裤带。在最短的时间内，检查病人呼吸、脉
搏、血压情况，根据这些情况进行紧急处理。

5、中毒者呼吸心跳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呼
叫120急救服务，将病人护送到医院检查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