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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氧化碳中毒及热车事故的危害及对策
郝婉婷　蔡湘婷　唐冰钰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摘　要　目前，一氧化碳中毒及热车事故给人们带来了身体上的伤害和生命威胁，更使其家庭陷入困境，同时造成社会上

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以减少危害为主要目的，通过社会性普及落实到每个个体，并利用法律法规进行约束，以

及借助科技为对策来减少一氧化碳中毒热车死亡的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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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轿车、天然气开始在社会普及，在

对其使用的过程中人们提升了幸福感，但同时它们也存在

着潜在的危害。轿车造成的热车事故，密闭空间内开空调，

天然气使用不当等造成一氧化碳中毒事故频发，因此，如

何进行预警研究对策以减少伤亡事故的发生是当务之急。

1 一氧化碳中毒热车及事故的具体危害

一氧化碳中毒以及热车事故是近年来发生频率最高的

意外事故，给个人、家庭和社会稳定带来的危害影响严重，

具体表现于下文具体列出。

1.1 个体生命及健康受到严重威胁

随着天然气使用维度的逐渐扩大，我们经常会看到因

天然气使用不当造成的一氧化碳中毒事故。例如，2020 年

10 月 28 日，张家口 3 天内便发生了两起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这是因为我们对车辆频繁使用的时候，不经意的一次疏忽

就会给人们的安全带去威胁 [1]。同样，在冬天人们会习惯于

在密闭的空间将空调打开，长时间未通风也会造成一氧化

碳中毒。一氧化碳中毒主要是人体吸入一氧化碳与人体血

红蛋白结合形成碳氧血红蛋白，使氧气与血红蛋白无法结

合，导致人体组织器官缺氧。人在一氧化碳浓度为百分之

三十的封闭环境中待 20 分钟就会导致中毒，在浓度为百分

之四十的环境中待 20 分钟就会导致死亡，即使治愈，也会

有记忆力消退、痴呆、肢体瘫痪等后遗症。

热车事故，也在悄悄地威胁着人们的健康与生命。夏

日炎炎，我们开车出门，有时有疏忽大意将家人忘记在车

内的经历，于是便造成不可挽回的错误。根据研究表明，

儿童在高温车内三分钟就会汗流浃背，十分钟就会造成死

亡，而成人三分钟会出汗，十分钟则会晕厥。

1.2 对于家庭责任与价值的危害

任何事故的发生，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不幸的，

无论是事故个体受伤抑或是死亡。这时，对于家庭的危害

就与伤者或死者的责任担当有很大关联。

一氧化碳中毒，需要到医院治疗，家庭需要承担持续

且巨额的医疗费用，家人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陪伴左右，

严重者甚至不得以辞去工作，从而带来一系列负面的影响。

中毒的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都无法再承担他们应负的家

庭责任，同样的也无法实现在家庭中的价值，对家人的关

怀与陪伴更是希望渺茫 [2]。

热车事故中，最终都以死亡为结局，家人的离世对家

庭的冲击是最为强烈的，它会造成家人心理的崩塌，我们

也常常会听到家属说自己活着也没有意义之类的话，所以，

事故造成的阴影让活着的家人们无法忍受。有些家庭甚至

失去了主要劳动力，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家庭状况一落

千丈，冲击着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1.3 带给社会的损失危害

因为近年来一氧化碳中毒热车死亡事故频发，且互联

网时代发展迅速，信息传递的速度也日益加快，可以明显

感觉到事故对于我们的危害无法估量，事故距离我们的生

活没有想象中的遥远，其中的隐患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生活

中，每当负面信息传播，必然会给社会带来影响 [3]。首先，

一场事故的发生，会损害生命，人的生命是劳动生产力，

特别是现如今，事故的发生频率增高，生命的消逝速率增加，

劳动生产力减少，人力资源随之减少；其次，是对物资的

伤害，“原地热车”对于车辆的损害是极大的，原地热车

时汽油热量未增加，不能给发动机起到润滑作用，所以会

损害发动机，长时间，则会造成车辆损坏 , 一氧化碳释放时

如果遇见明火，还会造成火灾、爆炸等事故对房屋造成损害；

再次，即人们的心理，因为一氧化碳中毒热车死亡是我们

经常性的生活习惯所造成，所以会带给人们更贴近生活的

真实感，从而造成恐慌；最后，最明显的损害即环境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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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车所消耗的氧气，最终是以一氧化碳形式释放，这是一

种有毒气体，进行车内人员营救时，气体会释放至外界空

气中，造成环境污染。

2 解决一氧化碳中毒热车死亡的对策

为减少一氧化碳中毒热车死亡对大众人民的各种危害，

具体对策有：对大众进行一氧化碳中毒及热车事故的知识

普及；利用法律法规进行约束；借助科学技术改进车辆安

全措施三个方面展开 .

2.1 对一氧化碳中毒及热车事故的反省及知识普及

对于一氧化碳中毒事故，人们自身的疏忽大意，对生

活常识的不了解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我们需要对此方

面的知识进行普及。当家庭使用燃气时，不要把门窗关紧实，

烹饪完毕及时把灶具关闭，定时清理烟筒及烟道口防止烟

气倒灌。不要在密闭的室内吃炭火锅、点炭火盆，无论在

家中还是在车内开空调，一定要注意开窗通风，开车时不

要让发动机长时间空转，特别注意的是，当车长时间停于

某地时，不应将空调长时间打开。了解学习一氧化碳轻微

中毒时的状况，并且知道遇此情况如何进行自救，当我们

在车内或者可能释放一氧化碳的地方时，若出现头晕、肢

体虚弱等情况，一定要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他人施救时

切记不能盲目行动，严重一氧化碳中毒，施救人员应佩戴

呼吸器，防止事故扩大。了解热车事故的发生原因，以原

因为关键点，从而思考如何预防事件的发生，例如：驾驶

员下车前应检查车内是否还有其他人员；下车时，可以将

窗户开一点，这样在有人员滞留在车内时，便可有利于呼

救或防止热车事故的发生，也有利于车内通风。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应学习如何自救，比如车内的紧急按钮在哪里等。

2.2 利用法律法规进行约束

事故发生后，我们会发现，从对事故的看法、事故的

预防来说，社会的侧重点都在于自我意识不足。在法治社

会，真正有一定约束力的法律法规反而没有被人们重视。

一氧化碳中毒事故中不乏因燃气装置老旧造成一氧化碳泄

露事件，针对这种现象，利用法律规定，每家每户应定时

上报检修装置，相关部门对其进行排查，在此基础上，可

配套性地提供引导性政策并辅以必要的强制执法。同时，

对于一氧化碳中毒救援方式方法过于单一，要求从消防部

门入手，进行大型综合体、高层建筑、电动车专项检查工作，

开展燃气设施消防安全检查和应急处置，并将一氧化碳中

毒事故紧急救援预案列入法律。

利用法律法规对热车事故进行约束，欧洲国家值得我

们学习。例如，意大利 2018 年 8 月 6 日众议院通过“Meloni”

法案，即从 2019 年开始，必须使用安装有报警器的“杜绝

遗忘儿童座椅”以避免儿童被忘在车内而死亡的悲剧再次

发生。虽此法律只针对儿童，但将其列入也给予了人们警示，

不仅如此，当事件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其他组织也有了相

关规定。例如 KidsAndCars.org 安全组织主任安博 • 罗琳丝

说：“我们已经出台了《热车法案》，该法案附于 2017 年

在众议院提出并通过的《联邦自动驾驶法案》中。它要求

所有新车都安装提醒警报系统，以防止热车死亡。对于成

人热车事故，应对驾驶员进行严厉法律处置，可以列为失责，

强制进行法律行为规范 [4]。在我国已有的法律中，虽然列出

了应对他人保护的相关规定，但这些条文并未对将他人忘

在车内造成死亡事件有明确规定，也未构成犯罪，从而无

法对肇事者形成约束，所以我们应采取相应法律对策：（1）

立法上，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细化生命权益保护；（2）在

执法方面，严格执法的司法机关保护处于弱势的家族人群；

（3）从孩子父母出发，使他们知道自己的监护义务和不履

行义务的法律后果；（4）加大普法力度，助其理解驾驶员

过失致他人死亡行为同样触犯法律 [5]。

2.3 通过科学技术研发产品

由于一氧化碳浓度和空气温度都可以利用感应检测出

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此特性，研发检测警报器。警报

器利用 STM 开发板 , 感应到汽车内有生物时，根据动作、

声音、温度红外线分析检测出活物、生物，然后利用传感

器实时上传数据到后台服务器，移动客户端就会发送短信

给紧急联系人，并同时发送指令控制开发板，发出警报。

当二氧化碳浓度超过标准值时警报也会响起提，并且利用

BC20 支持 MQTT 协议，所以支持实现通过 MQTT 协议接入

阿里云平台，阿里云接收数据采用 JSON 格式显示温度、湿

度、二氧化碳浓度、声音分贝值。所以我们的警报器不仅

可以安装在车内，还可以安装在厨房，卧室，客厅等会引

起安全事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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