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活动风险防范旅游活动风险防范旅游活动风险防范旅游活动风险防范————————驾驶驾驶驾驶驾驶 

驾驶驾驶驾驶驾驶活动风险防范活动风险防范活动风险防范活动风险防范 

 

1. 需要妥善准备。这将减少注意力分散, 帮助避免事故和减小压力。  

2. 驾车前, 了解并熟悉方向。 

3. 给您自已足够的时间。 时间是很好的压力消除剂。 

4. 如您将要付费, 把钱放在手可以够得到的地方。 

5. 如果您是租车, 花点时间调整座椅, 镜子和方向盘。 使自已对附件熟悉, 如灯, 雨刷, 

车窗和空调。 如您收听无线电台, 在开始驾车前熟悉各控制。  

6. 系好安全带。 

7. 如可能, 旅行时携带手机以在紧急情况下联系。 记住使用免提装置或停到安全区域打

或接听电话。 

8. 在车上放急救包和路上应急包可提供更多保护。  

发生发生发生发生交通事故交通事故交通事故交通事故的紧急处理方案的紧急处理方案的紧急处理方案的紧急处理方案 

 

1. 事故发生后，司机首先应立即停车：停车以后按规定拉紧手制动，切断电源，开启危险

报警闪光灯，如果夜间事故还需开示宽灯、尾灯。在高速公路发生事故时还须在车后按

规定设置危险警告标志。 

2. 应及时将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肇事车辆及伤亡情况打电话或委托过往车辆、行人向

附近的公安机关或执勤交警报案，在交通警察来到之前不能离开事故现场。在报警的同

时也可向附近的医疗单位、急救中心呼救、求援。如果现场发生火灾，还应向消防部门

报告。“交通事故报警”、“急皳中心”、“火灾报警”的全国统一呼叫电话号码分别为“122”、

“120”、“119”。如果您的车辆投了保险在 48小时内还要向保险公司报告出险。 

3. 保护现场的原始状态，包括其中的车辆、人员、牲畜和遗留的痕迹、散落物不随意挪动

位置。当事人在交通警察到来之前可以用绳索等设置保护警戒线，防止无关人员、车辆

等进入，避免现场遭受人为或自然条件的破坏。为抢救伤者，必须移动现场肇事车辆、

伤者时，应在其原始位置做好标记，不得故意破坏、伪造现场。 

4. 确认受伤者的伤情后，能采取紧急抢救措施的，应尽最大努力抢救，包括采取止血、包

扎、固定、搬运和心肺复苏等。并设法送就近的医院抢救治疗，除未受伤或虽有轻伤本

人拒绝去医院诊断外，一般可以拦搭过往车辆或通知急救部门、医院派救护车前来抢救。 

5. 对于现场散落的物品及被害者的钱财应妥善保管，注意防盗防抢。 

6. 注意防火防爆：事故当事人还应做好防火防爆措施，首先应关掉车辆的引擎，消除其他

可能引起火警的隐患。事故现场禁止吸烟，以防引燃泄漏的燃油。载有危险物品的车辆

发生事故时，危险性液体、气体发生泄漏，要及时将危险物品的化学特性，如是否有毒，

易燃易爆、腐蚀性及装载量、泄漏量等情况通知警方及消防人员，以便采取防范措施。 

7. 公安交通部门接到您的报警后会马上出警，经现场勘查，属于交通事故的，填写《交通

事故立案登记表》，进入事故处理程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接到交通事故报警的，应当

登记备查，记录报警时间、报警人姓名、单位、联系电话、发生交通事故时间、地点、

车辆类型、车辆牌号、是否载有危险物品、人员伤亡等简要情况。涉嫌交通肇事逃逸的，

还应当详细询问并记录肇事车辆的颜色、特征及其逃逸方向等有关情况。有人员伤亡的，

应当及时通知急救、医疗、消防等有关部门。 

8. 要协助现场调查取证：在交通警察勘察现场和调查取证时，当事人必须如实向公安交通

管理机关陈述交通事故发生的经过，不得隐瞒交通事故的真实情况，应积极配合协助交



 

 

通警察做好善后处理工作，并听候公安交警部门处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立案后应确定

交通事故当事人，控制肇事人，查找证人。进行事故调查，全面、及时地收集有关证据。

对交通事故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车辆安全技术状况及装载情况；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

当事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及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或者意外情况；与交通事故有关

的道路情况；其他与交通事故有关的事实调查清楚。 按照有关法规和标准的规定，拍

摄现场照片，绘制现场图，采集、提取痕迹、物证，制作现场勘查笔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