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车上路总会遇到复杂的交通
环境，遇到紧急情况时车辆会急
刹车。现在的汽车安全理念认为，
在急刹车时，大人双手很难抱稳婴
儿；就算抱得稳，大人的身体也会对
婴儿造成挤压伤害。不过，传统观
念则认为，双手才是最好的安全带，
家长的呵护是儿童最大的安全保
障，再好的儿童安全座椅都不如大
人“抱”来得安全！日前广州日报工
作人员就测试了一下，在紧急情况
下，“抱”对婴儿伤害有多大！

测试方法：

日常用车，急刹车分两种，急刹
和碰撞。所以，此次测试分两个环
节。第一个环节是“急刹”，车辆按
照60km/h匀速前行，驾驶员全力刹
车，观察后排乘客能否抱稳手中的

“婴儿”。第二个环节是“碰撞”，测
试人员坐在模拟车上，模拟车沿着
约为30度的斜坡滑下，在坡底与障
碍物发生碰撞，测试人员能否全程
抱稳手中的“婴儿”。

出于安全考虑，工作人员决定
往一个户外登山包里塞满大米，直
至总重为15kg，替代两周岁的婴儿
参与测试。

直线急刹：“婴儿”直接撞头

测试在空旷的场地进行。一名
测试人员充当驾驶员，扮演“爸爸”
的角色。另外一位测试人员扮演

“妈妈”的角色，坐在后排，在自身系
好安全带之后，再用双手搂抱“婴
儿”，尽可能地贴近日常生活状态。

测试分两轮进行，第一轮测试
“直线急刹”时的情况。测试人员将
车辆匀速加速到60km/h，假想前方

突然遇到紧急情况，在没有发生任
何警报的情况下，全力踩下刹车，直
至车辆完全停止。刹车过程中，驾
驶员双手紧握方向盘，最大程度保
持车辆直线前行。

工作人员发现，在急刹过程中，
由于惯性，坐在后排的“妈妈”的身
体大幅度往前倾斜，由于系有安全
带，身体没有脱离座位。不过，手中

“婴儿”就没那么幸运，在急刹过程
中，一下子“冲”了出去，碰到前排座
椅的后背，又被反弹回来。“妈妈”出
于本能发力抱紧，却由于发力过度，
户外背包被勒紧到变形。由此可
见，这种急刹下的碰撞和勒紧力度
会给婴儿造成多大的伤害！“妈妈”
谈及感觉时“非常惊吓”。显然这么
大力度，运气不好，会致使婴儿受到

重伤甚至丧命。许多看似不经意的
一撞，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更为
关键的一点是，婴儿颈椎相当脆弱，
抗撞击的能力要远逊色于成年人。

变线急刹：“婴儿”被甩出，
在车内来回撞击

第二轮测试是“急刹+紧急变
线”时的情况。此次测试与直线急
刹不同，急刹的同时，驾驶员还进
行紧急变线。有人会说，知道有婴
儿在车上，驾驶员不会急刹的同时
还进行变线，顶多只是急刹。但假
如前面是悬崖等要命的地形或者
大型货车等，似乎除了“急刹+紧急
变线”，就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
测试显示，在“急刹+紧急变线”时，
坐在后排的“妈妈”的身体先是向前

倾，然后朝着车辆变线的反方向甩
出。手中的户外背包即模拟“婴
儿”，先是撞上前排座椅的后背，然
后直接被“甩出”撞上车门，撞击的
部位都是户外背包的上半部，如果
是真的婴儿，撞击部位就是头部。
据坐在后排的测试人员反馈，甩出
的力道相当大，根本就抱不稳。如
果当时车窗是打开的，模拟“婴儿”
就会被直接甩出车外。

碰撞测试：“婴儿”直接飞了
出去

碰撞测试是借助于模拟车进行
的，模拟车从坡度为30度的斜坡滑
下，到达坡底时的速度约为30km/
h，迎面撞上一个障碍物。测试人
员坐在位置上，手中抱着婴儿替代

品——大号的公仔。虽是大号的公
仔，但重量明显比同体积的婴儿更
轻，所以抱稳抱紧的可能性也就越
高。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发生碰撞
的位置和时间是先期预设的，有助
于测试人员提前做好防撞准备。

尽管测试人员反复被叮嘱，一
定要抱稳手中的“婴儿”，不能脱
手。但现实是残酷的，碰撞发生的
一瞬间，公仔立刻脱手而出，飞出三
四米远然后落在地上。另一位男性
测试员上阵测试，结果也一样。由
此可以发现，以30km/h的速度发生
撞击的瞬间，会产生约十倍于“婴
儿”身体重量的前冲力，超出双手的
承受能力，再强壮的手臂也无法阻
止“婴儿”从手中飞出。

测试总结：
给孩子安全座椅 才是最大

的关爱

做测试时，测试人员的警惕性
要远远高于日常生活中用手抱婴儿
乘车的家长。即便如此，测试结果
也不容乐观，“婴儿”受到撞击挤压
或直接“飞出去”。工作人员得出一
个结论，什么都可以省，儿童安全座
椅不能省。儿童安全座椅放在车上
确实占地方，拆装又不方便，但关键
时刻却可以救孩子一命。

“双手比安全带还靠谱”的观念
需要更新了，急刹和碰撞时产生的
惯性和冲击力不是人力可以对抗
的。就算侥幸不脱手，搂紧和挤压
婴儿的力道，也会给婴儿带来或多
或少的伤害。给婴儿一个座位，从
汽车开始吧。“放手是最大的关爱”，
这句育儿经典用在婴儿乘车时也是
成立的。 （周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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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双手当安全带？

测试“抱”对孩子伤害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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