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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北测绘科普教育基地的探
索中，我们重温了等高线的概念。
等高线互动沙盘通过沙堆的起伏，
生动地展现了山丘、雪山、盆地等地
貌特征。当我们轻轻捧起沙子，再
缓缓洒下，原本的海域变成了绿地，
沙子堆积的高度增加，突然间，一个
红点出现，象征着“熔岩”的爆发。
讲解员告诉我们，如果堆得更高，还
能看到雪山。我们兴奋地加快了手
上的动作，不一会儿，白色取代了红
色，我们在记住知识的同时，也体验
到了满满的成就感。

这次旅行中，我了解到常州是
唯一一个东经120度线穿越城区的
城市，而全空间信息系统能够实现
对室内空间的精细化管理，其应用
前景非常广阔。

八（5）班 郭群 指导老师 王炜杰

来到科普基地，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长测程全站仪。2020年，测量
人员正是利用它精确测量出了珠穆
朗玛峰的高度。这双“常州眼”产自
常州迈拓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它的
测量距离最远可达20千米，就像一
把特殊的尺子。它在珠峰的六个交
会点上工作，通过精密计算得出了
相关数值。听到这里，我们不禁对
这双“火眼金睛”赞叹不已！

随后，我们参观了各种探测器，
它们都用于测量土地面积。我国历
代君王对王朝土地面积的重视是毋
庸置疑的。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从

“秋海棠叶”到“雄鸡”，国土经历了
诸多变迁。至今，我国的陆地面积
约为960万平方千米，水域面积超
过470万平方千米，这些数据都是
通过相关仪器精确测算得出的。我
们应时刻注意使用正确的国家地
图，避免使用不规范的地图。

八（5）班 秦子淇 指导老师 王炜杰

跟随解说员的脚步，我们先后
了解了国家测绘历史、机构所得奖
项、测绘仪器以及测绘的运行道
理。在解说中我们看到了测绘仪器
的新旧交替，测绘技术的不断精进，
测绘机构的不懈努力和测绘精神的
传递。解说员告诉我们真正的、完
整的地图是不会漏过任何领土的，
即便有些土地在地图上微小到几乎
看不见，但你在绘制地图时也不能
将它舍去，因为它也是祖国的一部
分，我想这就是测绘的魅力。

八（6）班 何苏雨 指导老师 王炜杰

来到科普基地，我仿佛踏入了
一个充满科技与智慧的世界。这里
通过多样化的展示手段，将测绘科
技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珠峰

测量展区，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
珠峰测量的艰辛与荣耀，对测绘人
员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准深感敬
佩；在测绘仪器陈列区，丰富的地图
展示了从古至今的测绘成果，让我
深刻体会到测绘技术在国家版图管
理中的重要性；在民生应用与现代
测绘技术展区，我看到了测绘技术
在城市规划、交通建设、环境保护等
方面的应用，深刻体会到测绘技术
对改善民生的积极作用。

八（6）班 乔广瑄 指导老师 王炜杰

在讲解员老师的带领下，我们
逐一参观了测绘馆的各个展区。展
馆按照序厅、图说高新、版图意识、
基础测绘、民生应用、测绘前沿和未
来测绘等主题内容进行布局，全面
展现了测绘技术的发展、应用及其
重要作用。我们了解了从传统测绘
工具到现代测量技术的演变，从简
单的地图绘制到高科技的地理信息
系统的进步，每一步都让我们眼界
大开。

馆内最具标志性的互动体验项
目是等高线沙盘。只需轻轻一推
手，沙盘上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直观地展示出地图上的山川、平原
和海洋的位置。我们兴奋地观察着
沙盘上的变化，不时发出惊叹，感受
到了地形起伏的奇妙和魅力，同时
对等高线这一地理概念有了更深刻
的理解。

八（6）班 曹俪龄 指导老师 王炜杰

进入中心后，工作人员要求我们
戴上耳机，随即开启了讲解之旅。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各种分布图，转过
头，满墙的荣誉证书令人赞叹不已。
讲解员的介绍让我了解了多种测试
仪器，如地平经纬仪、象限仪、经纬仪
等。一排排精密的仪器让我深刻感
受到测绘工作的严谨与重要。

走到外面，一座高耸的铁架引
起了我的注意，原来这是觇标。它
是设置在三角点或精密导线点上，
供观测使用的标架，高度从数米到
数十米不等。根据变形测量精度的
要求，视线长度增加，因此觇标的形
状、图案、色彩及光泽都需要精心选
择。随后，我看到了日晷。

测绘作为与律历、疆界、河工、
田赋等国家管理领域密切相关的专
业，其应用广泛渗透于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我国正从

“测绘大国”向“测绘强国”迈进，我
们坚信，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江苏新实践的征途上，“新北测绘”
将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谱写新的
辉煌篇章。

八（6）班 徐奕婷

生命守护“救”在身边
魏村中学开展应急急救知识讲座

11月18日下午，常州公益助学联合会·现代快报邀请常州曙光救援队
走进魏村中学，给学生带来了一堂集指导性和实用性于一体的应急急救
知识讲座，让爱与安全的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

生命只有一次，它既顽强又
脆弱。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我
们难免会遇到一些生死攸关的时
刻。在这些时候，我们需要寻求
帮助或进行自救，那么我们应该
怎么做呢？常州曙光救援队的讲
师为我们提供了指导。

讲师从箱子里取出一个人体
模具，它与真人一般大小，眼睛圆
溜溜的，仿佛在注视着我们。讲
师首先将它平放在我们面前的桌
子上，然后告诉我们，在紧急情况
下，如何在最短时间内救助伤者，
以及我们青少年可以做些什么。
以下是八个步骤：1.呼叫伤员；2.
拨打 120；3. 听呼吸声；4.抬颚仰
头；5. 清除口腔异物；6. 松开衣
物；7.进行人工呼吸；8.施行心肺
复苏。

讲师演示完毕后，轮到我们
实操。一名男同学大胆尝试，他
立刻挺直腰板，开始按照讲师的
步骤操作。他的勇气和认真态度
让台下的我们深感敬佩。

八（1）班 赵雅婧

对于心脏呼吸骤停的患者，
抢救的黄金时间仅有短短的4分
钟。患者会出现意识丧失，大动
脉搏动消失，可能伴有叹息样呼
吸，脸色苍白等症状。

设想一下，如果身边有人突
然倒下，我们首先应确保周围环
境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是否清醒，
并请旁边的人拨打120。在有能
力的情况下，应立即对患者进行
30次以上的胸外按压。接着，用
手指抬起患者的下颚，确保气道
畅通，并进行人工呼吸。之后，使
用AED（自动体外除颤器）进行
急救，直到机器提示可以停止操
作。以下是曙光救援队培训人员
提供的指导。

随后，我们开始了实操练
习。同学代表走上讲台，按照讲
师的指导，顺利地完成了演练操
作。讲师特别提醒我们，未成年
人如果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最
好不要对病人进行急救，遇到紧
急情况时，应立即拨打120求助。

八（1）班 李佳佳

嗨，大家好，我是小记者唐
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项至
关重要的急救技能——心肺复
苏，它能在紧急时刻挽救生命。
首先，将患者平躺在硬质平面上，
解开其领口、领带、腰带等束缚，
确保呼吸通畅。接着，进行胸外
按压，找到两乳头连线中点的胸

骨位置，用掌根按压，深度5~6厘
米，频率每分钟 100~120 次，保
持持续、快速、有力按压。

在按压的同时，及时清理患
者口中的异物，并使用仰头抬颚
法打开气道，保证气道畅通。然
后，进行人工呼吸，捏住患者鼻
子，用嘴包住患者嘴缓慢吹气，看
到胸部起伏即有效，每30次按压
后，进行 2 次人工呼吸，如此循
环。

这些步骤是心肺复苏的核心
操作，简单却至关重要。希望大
家都能掌握这项技能，因为在关
键时刻，它可能就是拯救生命的
钥匙。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
我们都能成为他人的守护者，传
递生命的希望。

八（2）班 唐丽

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心肺
复苏和人工呼吸的实操演示。讲
师首先向我们展示了正确的心肺
复苏方法，他着重说明了施救时
的节奏和力度的重要性，并指导
我们在不同情况下如何调整施救
技巧。随后，他演示了人工呼吸
的具体步骤和关键点，特别提醒
我们在进行人工呼吸时，必须确
保气道畅通，避免造成额外的伤
害。

在人工呼吸的环节，讲师提
出了四个关键步骤，并特别强调
了重要原则：没有接受过急救培
训的普通人，不应轻易尝试人工
呼吸或其他复杂的急救措施。他
的话让我深刻认识到，虽然知识
重要，但更关键的是了解自己的
能力界限。在紧急状况下，最要
紧的是迅速拨打120求助，而不
是盲目地进行施救。

活动结束时，讲师通过实际
案例和操作演练，让我们深刻感
受到了急救知识的重要性和生命
的宝贵。

八（5）班 怡丹 指导老师 徐辉

“心脏骤停后的每一秒都至
关重要，黄金抢救时间仅有短短
四分钟。”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
正确实施心肺复苏（CPR）就如同
在黑暗中点亮希望的火光。导师
的话语如同重锤，敲打着我们的
心灵，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时间就
是生命。

随着实操演示的展开，同学
们的热情被重新点燃。导师双手
交叠，准确找到按压点，有力且节
奏均匀地按压着模拟人的胸部，
每一次按压都伴随着清晰的计数

声。他强调，按压深度至少需达
到5厘米，以保障心脏得到足够
的推动力。随后，导师演示了人
工呼吸的步骤，轻轻抬起模拟人
的下颌，捏住鼻子，深吸一口气，
然后缓缓吹入，直到模拟人的胸
部微微隆起，动作流畅而稳定。

在导师的耐心指导下，我们
依次上前进行实操练习。我心中
暗想，如果未来遇到类似的紧急
情况，我也能够这样冷静应对。

八（5）班 李宇晨 指导老师 徐辉

救护员强调，当发现有人晕
倒在地时，首先要保持冷静，确认
周围环境的安全，请周围的人迅
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并请其他
人 取 来 自 动 体 外 除 颤 器
（AED）。表明自己的身份，如
“我学过急救”，先贴近他轻拍重
唤检查意识，开始进行心肺复苏
（CPR）。CPR的基本步骤包括检
查意识、呼吸，然后进行胸外按压
和人工呼吸。在这个过程中，每
30次按压应配合2次人工呼吸，
而按压的频率应保持在100~120
次/分钟。配合 AED 的使用，
AED俗称“傻瓜机”，使用时会有
语音提示，救援者只需按提示操
作。如果找不到AED，可打开百
度搜索 AED，会有周围分散的
AED的地图。急救应尽早实行，
患者存活概率才越大。

八（5）班 张雯娟 指导老师 徐辉

随着心肺复苏讲解环节的展
开，曙光救援队队员们借助人体
模型，将正确的操作流程一一展
现。从评估现场环境的安全性，
到判断患者的意识与呼吸，再到
胸外按压的位置、频率、深度，以
及人工呼吸的方法与比例，每一
个步骤都被讲解得细致入微。同
学们聚精会神地聆听，不少人跟
随队员们的示范动作，在台下认
真模仿练习，仿佛每个人都在为
生命而战。

讲解结束后，一位勇敢的同
学走上讲台，在曙光救援队队员
的指导下，尝试进行心肺复苏操
作展示。当台上同学完成一系列
操作后，曙光救援队队员对他的
表现给予了肯定与点评，同时也
指出了一些需要改进的细节之
处，比如按压时手臂的姿势可以
更加标准，人工呼吸时呼气的力
度要适当控制等，让同学们对心
肺复苏的正确操作有了更深刻的
理解。

八（5）班 吴田田 指导老师 徐辉

解密山川经纬
践行测绘智慧
雪堰初级中学开展测绘主题科普活动

11 月 9 日
下午，雪堰初
级中学的学生
来到常州市新
北自然资源和
规划技术保障
中心的新北测
绘科普教育基
地，在基地科
普老师的带领
下一同走进测
绘的世界。

科普中心工作人员为大家讲解测绘知识

小记者实操心肺复苏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