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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们中国人常爱对人说 “平安是福”、“祝你平安”、“祝你幸福

安康”、“平安两字值千金”等祝福、警示语句，这些语句都离不开

人们祈求人身 “安全”的含义。事实上，没有安全，人们的生命财

产就没有保障，也就没有什么幸福可言。因此， “安全”在我们心

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 !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有的人由于安全意识

不强，不重视安全工作，不懂得安全常识，自我保护能力也不强，

导致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统计，2009

年全国各类安全事故造成 83196 人死亡，平均每天因安全事故死亡

的人数高达 228 人。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安全工作。胡锦涛、温家宝等中

央领导同志对安全工作高度重视、十分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

涛强调: “高度重视和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是坚持立党为公、执

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胡总书记还强调: “人的生命是最宝贵

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

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因

此，做好安全工作是我们每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笔者从事安

全工作十五年，并多年从事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亲身参加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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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大、特大安全事故的调查和处理。为了普及安全科普知识，让

广大群众和学生学习、了解、掌握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通俗易懂

的安全常识，提高自身应对日常安全事故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

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笔者利用业余时间对日常生活中常见安全事故进行了分析、归纳和

总结，编写了这本 《日常安全知识读本》。

本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校园安全、旅游

安全、交通安全、公共场所和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家居防火安全、

用电安全、燃气使用安全、乘坐电梯安全、防雷安全、防台风安全、

烟花爆竹燃放安全等 11 方面的相关安全常识。另外，为了方便读者

安全应急之用，本书还附了常用安全应急电话和家庭常用安全应急

物品。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作者着重把握了如下几个原则 : ①选择

日常生活中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行业、领域 ; ②在遵循国家现有的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规程的基础上进行编写 ; ③该书采

取问答方式介绍安全知识，插入漫画，编写时力求通俗易懂，可读

性强。读者通过学习，既可以增强遵纪守法的观念和安全防范的意

识，掌握必备的安全防范技能，又可以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本书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可操作性和实用性，适合工

人、农民、城市居民、学生使用，也适合安全管理人员使用，还可

作为广大读者的安全科普知识读物，对提高读者安全自我保护意识

和能力、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发生、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很强

的指导价值。

编著者

2010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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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园安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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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是在校学生学习、生活的地方，也是人

员聚集的公共场所。近年来，校园火灾、伤害、

中毒、踩踏等安全事故频频发生，安全事故已

经成为我国在校学生的最大杀手。另外，一段

时间以来，校园里的绑架、行凶等案件也时有

发生。据有关部门统计，2005 年全国中小学生

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1. 44 万人，每天有近 40 名

学生死于非命。如 2006 年 5 月 8 日上午，河南

省巩义市河洛镇某幼儿园发生一起特大纵火案，

造成 3 名幼儿死亡、14 人受伤 ( 其中 13 名幼

儿，一名幼儿教师 ) 。2009 年 12 月 7 日晚，湖

南省湘潭湘乡市某中学发生一起校园踩踏事故，

造成 8 人死亡，26 人受伤。学生是国家的未来，

校园的安全问题是社会、家长普遍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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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校学生必须重视的问题。因此，学习校

园安全常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是在校学生

防范校园安全事故、保护自身安全的重要手段

之一。

1 ． 校园容易出现哪些常见的安全问题?

校园安全问题涉及面广，通常来说，校园容易出现以下

安全问题: ①交通安全问题; ②消防安全问题; ③体育运动

等教学活动安全问题; ④校舍安全问题; ⑤教学设备设施安

全问题; ⑥课外活动安全问题; ⑦教学实验、实践安全问

题; ⑧其他安全问题。

2 ． 在校学生可能会受到哪些伤害?

通过对近年来校园安全事故案例的分析、归纳、总结，

在校学生可能会受到以下伤害: ①交通事故伤害; ②火灾事

故伤害; ③体育运动事故损伤; ④拥挤、踩踏事故伤害; ⑤

教学实验、实践事故伤害; ⑥溺水事故伤害; ⑦食物中毒事

故伤害; ⑧因人为行凶受到伤害; ⑨因打架斗殴而受到伤

害; ⑩因被绑架而受到伤害; 瑏瑡性侵犯，等等。

3 ． 在校学生如何保障自己人身安全?

在校学生要防范校园安全事故，保障自己人身安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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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以下几点 :

( 1 ) 要认真学习各项安全知识，提高自身安全知识水平

和自我保护能力。

( 2 ) 上学、放学途中，要认真遵守交通安全规则，防止

发生交通事故。

( 3 ) 在课室和宿舍，要注意安全用火，防止发生火灾

事故。

( 4 ) 在学生宿舍，要注意安全用电，不乱拉乱接电线，

防止触电和火灾事故发生。

( 5 ) 在学生宿舍，住架子床上铺的同学不能在上铺追逐

打闹，架子床上铺护栏损坏的，要及时报告学校维修，防止

发生跌伤事故。

( 6 ) 尽量不到人多、混杂的地方，防止因踩踏事故而受

到伤害。

( 7 ) 上体育课时，要注意安全，防止运动受伤。

( 8 ) 上实验课时，要注意防范安全事故。在实验操作

时，学生要听从老师的指导，严格按照实验操作规程操作，

不得自行其是。未经实验老师批准，学生不得擅自进入实验

室做实验; 在没有做好防护措施前，不得接触有毒、有害等

危险物品。

( 9 ) 学生集体上下楼梯或过通道时，要遵守规则，尽量

靠右侧通行，不要互相拥挤，防止发生踩踏事故。

( 10 ) 严禁私自离校下海、下江、下河或到山塘、水库

游泳，以免发生溺水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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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要团结友爱，不与同学、社会人员打架斗殴。

( 12 ) 在流行病发生的时候，要注意个人卫生和个人防

护，保持课室、宿舍通风，勤洗手、勤换衣，不到人多的地

方，防止发生疾病。

4 ． 学生家长如何保障在校读书子女的人身安全?

要保障在校读书子女的人身安全，学生家长要做到以下

几点 : ①要加强对在校读书子女的安全教育，提高他们安全

意识和防范事故能力 ; ②对于幼儿园、小学低年级的学生，

要做好上学、放学的安全接送工作 ; ③不要让子女携带过多

的现金或贵重物品上学; ④要加强与学校、子女的沟通，及

时了解子女在校安全、心理健康、学习以及生活情况，及早

做好事故预防工作。

5 ． 在校学生在参加体育运动中要注意哪些安全问题?

在校学生在体育运动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 ①要在体育教

师的指导下参加体育运动; ②要在参加体育运动之前换上运

动鞋 ; ③参加体育运动前要认真做好全身准备活动，防止肌

肉拉伤、扭伤和骨折等; ④使用体育设备、设施前，要事先

检查体育设备、设施的安全情况，防止因设备、设施问题发

生事故而受伤; ⑤参加体育运动时，不要将小刀等锋利物品

装在衣裤内。女生不要戴发夹等物品 ; ⑥运动中一旦受伤，

要立即向老师报告，请校医来处理伤势或送医院医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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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在校学生如何防止被绑架?

近年来，在校学生被犯罪分子绑架的案件时有发生。要

防止被绑架，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 ①不要随便与陌生人打交

道 ; ②不要随便吃陌生人提供的食品、饮料 ; ③不要让陌生

人接你放学; ④不要随便跟陌生人到外面游玩 ; ⑤不要随便

搭乘陌生人的车辆，防止落入坏人的圈套 ; ⑥不要在外人面

前显富，不要炫耀自家有多少家财，不要吹嘘自己父母如何

富有，防止犯罪分子把你列入绑架目标 ; ⑦不要随便向陌生

人透露父母的姓名、单位、家庭地址和电话等信息 ; ⑧如发

现有人被绑架，要立即向学校报告并向公安机关报案。

7 ． 女生集体宿舍如何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在校女生受性侵犯的案件时有发生，女生集体宿舍做好

安全防范工作十分必要。女生集体宿舍要按照如下方法做好

安全防范工作 : ①要经常对宿舍门窗进行安全检查，如发现

损坏的，要及时报告学校修理 ; ②回宿舍休息时，要特别留

心门窗是否关闭，防止犯罪分子潜伏伺机作案; ③每次休息

前都要注意关好宿舍门窗 ; ④夜间有人敲门时，要问清楚来

人后再开门 ; ⑤夜间上卫生间时，要格外小心，防止犯罪分

子尾随趁机作案; ⑥宿舍休息时，如发现有犯罪分子来侵

害，室内同学要同心协力，大声呼救，共同应对犯罪分子 ;

⑦发现有犯罪分子来侵害时，要及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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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在校女生夜间外出应注意哪些安全事项?

在校女生特别是大学、中专、中学女生，要防止被性侵

犯或受到伤害，夜间外出应注意如下安全事项 : ①要时刻提

高警惕，外出时最好多人结伴而行; ②夜间外出时自己不要

穿过份妖艳、暴露、性感的衣服，否则容易引诱不怀好意的

犯罪分子侵害; ③外出时，不要独自走偏僻、阴暗的小路 ;

④外出时，不随便搭乘陌生人的车辆，防止落入犯罪分子设

的陷阱 ; ⑤有陌生男人问路时，不要带路 ; 最好不要向陌生

男人问路，更不要让他带路 ; ⑥在路上遇到不怀好意的男人

挑逗时，要大胆大声责斥、高声呼救并及时报警。

9 ． 在校学生上网时如何防止受到伤害?

网络给我们带来方便，带来欢乐，但也可能会带来伤

害。在校学生因上网而受骗、受害的案件经常发生。在校学

生上网时要防止受到伤害，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 ①未成年人

不要到网吧上网，否则容易被骗或受到伤害; ②上互联网

时，没有经过父母、家人、老师许可，不要将自己的家庭地

址、电话号码或学校名称告诉网友 ; ③没有经过父母、家人

同意，坚决不要与陌生网友见面，尤其是在校女学生，更不

要随便与陌生男网友见面，以免受到伤害; ④如要与网友见

面，应有父母、家人或友人、同学陪同，并约在公共场所见

面，否则容易被骗或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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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在校学生如何避免打架斗殴?

同学之间打架斗殴容易使自己受到伤害，或使别人受到

伤害，严重的还可能致人死亡，导致违法犯罪。在校学生之

间要避免打架斗殴，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 ①同学之间相处要

讲团结、讲礼貌，和谐共处 ; ②同学之间发生矛盾时，一定

要学会容忍，学会冷静克制，不要随便动手打人; ③同学在

打架时，千万不能火上加油，要及时劝架，更不要参与打

架 ; ④发现有同学打架时，要及时向学校、老师报告。

11 ． 在校学生如何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近年来，在校学生溺水事故时有发生。溺水事故是在校

学生常见的安全事故。在校学生要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就要

注意以下几点 : ①不要到不知水情或经常发生溺水伤亡事故

的水域去游泳，应去正规游泳场游泳 ; ②游泳前要做充足的

准备运动，让自己身体尽快适应水温，防止发生抽筋 ; ③到

大海、江、河、湖、山塘、水库等地方游泳时，要有父母、

家人、老师或熟悉水性的人陪同，不要独自一人前往 ; ④容

易抽筋及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肺结核、皮肤病等病症的学

生不宜下水游泳 ; ⑤下水游泳时不要逞能，也不要互相打

闹，以免发生溺水事故; ⑥不知水情时，不要冒险跳水，也

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 ; ⑦酒后不要下水游泳 ; ⑧在游泳

中如果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应立即上岸休息 ; ⑨在游泳过

程中，如遇到意外及危险时，应及时大声向周围人员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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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游安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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毎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走出家门到外地

或者国外旅游观光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由于

旅游引发的人身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如风景

区、游乐设施安全事故、旅游车交通事故、旅

馆火灾事故、风景区踩踏事故等。如 2006 年 7

月 24 日，大连某旅行社接待一个旅游团到海滨

景区观光，下午 4 时 20 分左右，8 人乘坐的一

艘快艇发生沉船事故，1 名游客经抢救无效死

亡。因此，外出旅行之前，学习了解旅游安全

基本常识，对防止或者最大限度地避免安全事

故发生、保障自身安全将会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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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外出旅游前需注意哪些安全事项?

为确保旅游顺利、安全，一般来说，外出旅游前要注意

以下安全事项 :

( 1 ) 要有一套旅游计划。外出旅游前，游客要制订详

细、周密的旅游计划，包括旅游时间、路线、行程、费用等

计划，对目的地的安全情况应有足够了解。

( 2 ) 要选择一家好的旅行社。参加团队旅游时，游客应

选择一家安全记录好、信誉好、规模较大的旅游公司。

( 3 ) 要签订旅游合同。参加旅游公司组团旅游时，游客

应当与旅游公司签订有效旅游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

务，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和利益。

( 4 ) 要备好行李和资料。旅游出行前，游客要准备好相

关资料和行李 : 身份证、护照等证件，导游图及车、船时间

表及必需的行装。最好不要携带贵重物品外出旅游。

( 5 ) 要备好旅游应急药物。外出旅游前，游客要准备一

些急用常用药品，以备急需。

( 6 ) 要购买旅游人身保险。外出旅游前，建议游客自觉

投保旅游人身意外险，增加安全保障。

( 7 ) 最好要结伴旅游。游客自助旅游时，最好找几个志

同道合的亲友结伴而行，在外时可以互相照顾。随团旅游最

好不要擅自离开团队单独活动。

( 8 ) 要注意留下联系方式。外出旅游出行前，游客应主

动记下签约旅游公司、联系人的电话号码，以备急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