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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险情都有特殊性和复杂性，
普通人都是慌张的，逃生时间又很宝
贵，不能指望每个人都是‘特种兵’，也
不能保证路人能及时施救。”王书纬认
为，救生器应该像安全气囊一样，虽然
难得使用，但要安装在汽车里，关键时
候发挥救命神效。

经过一次次实验，针对“出不来”和
“上不了岸”这两个致命原因，王书纬设
计出一种新的汽车落水救生器。这款
救生器平时放在一个盒子内，装在汽车
座位下面，发生险情时，车内人员拉住
牵引绳把整个装置拉出，同时触动触发
器，氧气发生器便开始工作，快速产生
氧气充入气囊。气囊内的氧气可以满
足一个成年人8分钟运动需要，而且气
囊可供两个人同时使用，以此来赢得逃
生时间。逃离车辆以后，可以通过固定
扣将气囊固定在腰间当作救生圈，气囊
的浮力能支撑三个成年人。

开始设计汽车落水救生器时，王书
纬的儿子刚降生，如今孩子已上幼儿园
大班。几年来，他为研发救生器花了大
量的精力，费心程度仿佛养育了一个

“小儿子”。当时妻子带着宝宝住在娘
家，每次他下班去看孩子，晚上便回去
做实验，后来儿子会说话了，知道爸爸
要回家“干活儿”。家里阳台变成实验
室，房间里堆放着管子、塑料板等各种
材料。光管材王书纬就买了几十种用
于实验，很多部件没有现成的，还要单
独定制模具。花费也如流水一样，比如
定制一个气囊模具要花3000元，实验
发现需要改进的地方了，又得重新定制
模具，外壳也修改了好几回，最贵的一
个模具花了5万元。

救生器是一次性用品，而且要下水
实验。王书纬每次都是利用调休日，趁
着人少时去游泳馆，自己模拟落水后吸
氧和游泳的场景。久而久之，游泳馆的
工作人员知道有个奇怪的年轻人，隔三
差五就会带着一个奇怪的装置出现，每
次也不正儿八经游泳，捣鼓一番就走
人。

王书纬说，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就像
在走一条长长的路，有一种未知的彷
徨，只能靠自己坚持下去。每次遇到问
题，就得不停地想解决方案，不停实验，
如果不行就重新找突破口。由于是下
班后利用业余时间实验，熬夜成了家常
便饭，有时候凌晨四五点才能入睡，“找
不到问题的解决方案睡也睡不着啊”。
这样的执着痴迷难免引起家人的不理
解，妻子会埋怨他空闲时不多陪伴孩
子，休假也不陪家人出去旅游，就知道
琢磨自己的玩意儿。

“就是觉得要做一件事，就得做
好”，王书纬说，“这件事值得做，也应该
做，我能把这个做好，让大家都用上，少
一些悲剧发生就值了”。救生器是在突
发状况下才启动使用的，平时放在座位
下既要保证材料持久耐用，又要经得起
车辆震动颠簸，还要能适应各种气候条
件。王书纬表示今年会再做一些实验，
让救生器各方面进一步完善，尽快投入
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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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带着怪装置现身游泳馆
每次并不正儿八经游泳，而是捣鼓一番就走人……

年轻蜀黍自研“汽车落水救生器”
电视剧中常会出现这样的桥段：主人公开车落水

后大喊救命，虽然剧中总会有“英雄”出现拯救主人公
于危难之中，不过现实中汽车落水是紧急危险、需要
争分夺秒自救逃生的事情。梁溪交警大队事故中队
的80后民警王书纬，有感于汽车落水事故的救援困
难，花几年时间研究发明出一款汽车落水救生器，并
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34岁的王书纬是一名一线处理
事故的交警，大学里学习交通管理专
业的他平时喜欢搞些小创新、小研
究。工作后结合发现的一些实际问
题，他发明过便携式反光锥筒、电动车
防撞膜等小物件。

处理过各种各样交通事故的王书
纬，从每一起事故中都会找出一些教
训，他为什么会选择研究汽车落水救
生器呢？说起来，他对汽车落水救生
器的关注有些年头了，起初只是一个
模糊的概念。王书纬大学毕业前到
连云港见习，跟着交警师傅学习
怎么处理交通事故。“那时发生
了一起汽车落水事故，也是我
接触到的第一起死亡事故，触
动很大。”王书纬记得，车里两个十
八九岁的年轻人没能及时逃出，溺水
身亡了。交警通知了家属，其中一个
死者的父母还在外地，姑姑先赶过
来。处理事故过程中姑姑一直在抹眼
泪，感叹这么大的孩子说没就没了，家
里老人听到噩耗非得昏过去不可。

汽车落水事故发生概率很低，王
书纬自己作为一个驾驶人，也觉得绝
大部分人不会遭遇到这类险情。不过
他在接受培训时，教官告诉他汽车落
水事故死亡率很高，也是很难救援
的事故，这让王书纬对此上了
心。“刚开始的想法很简单，如
果我遇到了险情会怎么办，
如果旁边还有家人朋友怎
么办，车里总得放个救生
工具啊。”他网上网下
到处寻找，找到了破
窗器等工具。王书
纬买来两个充气
救生衣放在车
里，可始终觉得
救生工具不尽如人
意，于是萌生了自己
研发的念头。

把抽象的想法变为现实的物品
并不简单，究竟该做一个什么样的
汽车落水救生器呢？王书纬说，自
从多年前北京暴雨有位车主在桥洞
下遇难后，市场上最受“青睐”的就
是破窗器。他原本想做一个带有破
窗功能和充气救生圈功能的东西，
然而在搜集资料和分析研究过程
中，他的想法一次次被推翻和更新。

得益于自己的“职业病”，王书
纬对很多汽车落水事故进行了详
细分析。其中，他选取梳理了国内
被媒体报道过的 2018 年度和
2019年度发生的50起汽车落水致
人死亡事故案例。他发现，在季节
分布上，冬季更容易发生此类事
故，而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夏季，
因为冬季路面结冰，容易导致车辆
失控。而且冬季人们衣服穿得多，

落水后衣服大量吸水，车内人员几
乎无行动能力，加上水温很低，容
易发生抽筋等现象。时间分布上，
夜晚发生事故的概率大于白天，一
则晚上光线不好，二则夜晚人流较
少，发生事故后没有路人发现，车
内人员很可能就丧失了获救的机
会。另外很多人认为水深没过头
顶才会造成溺亡，实际上不完全是
这样，50起事故中有14起水深不
足以漫过车身，但依然造成了人员
死亡。所以不能轻视路边膝盖深
的小河、池塘，它们一样能“吃人”，
尤其当汽车倒翻在水中时，车门根
本打不开。

破窗器能帮助人从车里出来，
但王书纬发现这仅是逃生中的一
个环节。50起事故当中19起车内
有人成功逃至车外，可最终逃出者

中仍然有人溺亡了。王书纬说，汽
车落水事故致死原因分为“出不
来”和“出来了上不了岸”两种。“出
不来”与汽车落水处于正面、侧翻
还是倒扣以及水深多少都有关系，
当车内浸满水，车门可以轻易推
开，但车内人员大部分没等到浸满
水就已丧失行动能力，甚至昏厥
了。“上不了岸”最大的原因是不会
游泳，天冷或水流湍急的情况下，
水性好的人也会有危险。在一起
落水事故当中，私家车内共有5个
年轻人，全部从天窗爬了出来，但
是冬季夜晚事发点周围没有人，河
水又很深，其中一名女子不会游泳
很快溺亡，另一名男子由于体力不
支后来也溺亡，其余三人游到岸边
靠在河堤上，过了一个多小时遇到
过路人终于获救。

利用“职业病”
分析同类事故

梳理结果触目惊心

生平第一次
接触到的死亡事故
就是车内人员溺亡

研发就像在走一条
未知的长路
只能靠自己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