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市排水部门一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近年来合肥最

大降雨是发生在2010年6月29

日的一场暴雨，最大降水量达

72.8 毫米（城市东部），是 1974

年以来最大的短时暴雨。当时

造成市区16处低洼路段出现短

时积水。

尽管昔日望湖城里可“望

湖”、步行街中可“撑船”的尴尬

一幕已不在，但记者通过梳理

近期雨季，还是揪出省城有多

个易涝点：

1、潜山路与淠河路交口，

一旦雨量过大，此处内涝积水

有齐膝深，沿街商铺进水。

2、西二环与长江西路交

口，该处地势相对平坦，但因种

种原因，很容易出现积水，最高

达半人多深。

3、石油库小区，今年 5 月

份，此处曾经因内涝成为“孤

岛”，地形偏低，房屋低矮，一楼

居民家悉数进水。

4、海关路附近，曾因水量

集中，积水过膝，绵延几百米

长，内涝现象严重，多车涉水遭

熄火故障。

5、霍山路大学生公寓内，

逢雨必涝，疑与南淝河河水倒

灌有关。

6、樊洼路珊瑚新村附近，

内涝严重，原因与此处地形呈

锅状有关。

7、南淝河支路与南二环交口，

此处每逢雨季，路面积水相对严重。

暴雨来临，这些地点最好绕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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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合肥遭遇暴雨，你如何全身而退？本报记者为你总结：

城市暴雨求生法则
北京暴雨，触目惊心。灾后反思，人们通过微博传递“逃生常识”，安全锤等逃生工具也遭到

抢购，催生“逃生经济”。

作为同样受过暴雨之困、积水成灾的合肥，是否能解开暴雨之惑？暴风雨来袭，当你被困“汪

洋”，生命受到威胁时，该如何应急逃生？遇到内涝，该如何施救，为生命赢得更多的“生机”？

由此牵出“逃生”大讨论，整理给读者，有备无患，未雨绸缪。如果你有“独门绝技”，不妨贡献

出来！欢迎致电星报新闻热线0551-2620110和我们说一说。

记者 李尚辉 张敏 江亚萍

在北京的暴雨中，燕山向

阳路派出所所长，在雨中帮助

被困村民转移时，不小心扶上

了一根漏电的电线杆斜拉线，

倒在水里的派出所所长，再没

有爬起来……

专家介绍说，在暴风雨天

气情况下，发生雷击和电击的

几率大大增加，居民们在这时

应该提高警惕，避免受到伤害。

如果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

或者电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

迅速远避，防止直接触电或因

地面“跨步电压”触电。

发生触电时，最重要的抢

救措施是先迅速切断电源，然

后再抢救伤者。

切断电源拨开电线时，救

助者应穿上胶鞋或站在干的

木板凳子上，戴上塑胶手套，

用干的木棍等不导电的物体

挑开电线。人工呼吸和胸外

心脏按压不得中途停止，直到

急救医务人员到达。

远离电源，雨天触电该如何急救

暴雨多发地区和逢雨必涝的居

民，应时刻准备好应对暴雨的急救

包，放置手电筒、水、小收音机、干粮、

急救药品等，备不时之需。

同时，应时刻关注最新天气情

况，争取在特大暴雨来临前，提前撤

离到安全地点，预防次生灾害。

如果居住在平房，应该经常检查

房屋是否坚固，在暴雨来临时，把窗

户用木板钉好，加固屋顶，这样可以

防止被风卷起的瓦片伤害行人。较

小的暴雨中，用胶带把窗户固定，也

可以增强玻璃的抗风能力。

暴风雨来临前，做好防范措施

家中平时备好应急食品、水、药品、

救援绳索等物资，当住宅周围积水过多

时，应迅速向屋顶、高楼等处转移。

如果被积水围困，寻找门板、洗

衣盆、衣柜等作为逃生用具，寻求外

界救援，并立即找到制高点站立。

如已不幸落水，应利用一切可以

浮在水面上的物品，如木板、树木等

来支撑自己找到安全地。当地下商

场出现倒灌时，被困人员要有秩序地

疏散、撤退，向高层转移。

若有人溺水，在尽量避免危险的

前提下尽快将其从水中救起。下水

救人时，应绕到溺水者背后或者潜入

水下，以仰泳姿势将其拖向岸边，也

可在其背后从腋窝处抱住拖带上岸。

被困内涝积水，如何全身而退？

驾驶汽车遇到大雨，应该怎么操

控能将危险减到最少？合肥易和4S

店程先生给驾驶人员几点提醒：

避“车”：雨天行车要保持足够安

全距离，适当加大安全距离。

避“盲”：遇到大暴雨而使刮水器

不能满足能见度要求时，不要冒险行

驶，应选择安全地点停车，打开示宽

灯，待雨小后再行驶。

避“水”：行车过程中遇到积水路

面时首先要观察水的深度，如果水漫

过车轴就不宜继续行驶。对不熟悉

的路面，沿前车走过的路线行驶，以

免水中遇到障碍。入水后要用较慢

的速度匀速前进，在水中不要停车。

避“失灵”：车辆驶出漫水路面

后，不能马上高速行驶，在确认刹车

有效后方可正常行驶。

驾车时遇到暴雨，及时打开汽车

“双闪灯”。有效提高周围车辆驾驶

者的警惕性，同时也可以帮助对方判

断行车距离，尽可能避免追尾事故。

雨天驾车，掌握“避险”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