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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校园安全与每个师生、 家长和社会有着切身的关系。 从

广义上讲， 校园安全事故是指学生在校期间， 由于某些偶然

突发因素而导致的人为伤害事件。 就其特点而言， 责任人一

般是因为疏忽大意或过失失职造成的， 而不是因为故意而导

致事故发生的。

校园安全工作是全社会安全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

部分， 它直接关系到青少年学生能否安全、 健康地成长， 关

系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安宁和社会稳定。 中小学生作为

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的健康成长涉及千家万户， 保护中小

学生的安全是我们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在我国， 青少年学生的意外伤害多数发生在学校和上学

途中， 而在不同年龄的青少年中， 又以 １５ ～ １９ 岁意外伤害的

死亡率最高。 据有关部门对中小学生安全问题的调查表明：

中小学生中 ５２ ８％的认为比较安全， １２ ５％的认为自己不是

很安全， 还有 ３４ ７％的认为自己的安全状况 “一般”。 在调查

是什么因素对中小学生安全影响最大时： 有 ４７ ２％的认为

“社会上的不良风气” 影响最大， 再依次是 “学校周边的不

良环境” 占 １９ ４％、 “交通安全” 占 １５ ３％、 “交友的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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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６ ９％， “上经营性网吧” 占 ２ ８％， “其它” 占 ８ ４％。 近

年来， 有关校园暴力和暴力伤害事故更是频繁发生， 严重损

害了广大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 影响了校园良好的教学环

境。 在新的形势下， 给校园安全管理问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广泛重视。

可见， 加强和保护中小学生的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 一

是必须要做到广泛宣传， 让全社会都来保护中小学生安全和

关心青少年犯罪问题， 特别是学校要担负起重要责任； 二是

孩子父母要正确关心、 引导、 管好孩子， 要教育孩子随时注

意自身安全； 三是中小学生要加强安全知识的学习， 做到有

备无患， 增强人身预防和安全保护意识。

校园安全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保护好

每一个孩子， 使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意外事故减少到最低限度，

已成为中小学教育和管理的重要内容。

为此， 我们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 特别编辑了这套 “学

校安全管理规范与安全活动策划” 图书， 主要包括交通安全、

用电安全、 防火安全、 运动安全、 网络安全、 灾害危险自救、

防骗防盗防暴与防身自卫、 预防黄赌毒侵害、 饮食卫生与疾

病预防、 和谐相处与遵纪守法等内容， 图文并茂， 生动有趣，

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实用性， 是各级学校用以指导广大中小

学生进行安全知识教育的良好读本， 也是各级图书馆收藏的

最佳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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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危险与灾害基本常识



自然灾害的认识

凡是危害人类生命财产和生存条件的各类事件通称之为

灾害。 纵观人类的历史可以看出， 灾害的发生原因主要有两

个： 一是自然变异； 二是人为影响。

因此， 通常把以自然变异为主因的灾害称之为自然灾害，

如地震、 风暴潮； 将以人为影响为主因的灾害称之为人为灾

害， 如人为引起的火灾和交通事故。

自然灾害形成的过程有长有短， 有缓有急。 有些自然灾

害， 当致灾因子的变化超过一定强度时， 就会在几天、 几小

时甚至几分、 几秒钟内表现为灾害行为， 像地震、 洪水、 飓

风、 风暴潮、 冰雹等， 这类灾害称为突发性自然灾害。

旱灾、 农作物和森林的病、 虫、 草害等， 虽然一般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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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的时间内成灾， 但灾害的形成和结束仍然比较快速、

明显， 所以也把它们列入突发性自然灾害。

另外还有一些自然灾害是在致灾因素长期发展的情况下，

逐渐显现成灾的， 如土地沙漠化、 水土流失、 环境恶化等，

这类灾害通常要几年或更长时间的发展， 则称之为缓发性自

然灾害。

许多自然灾害， 特别是等级高、 强度大的自然灾害发生

以后， 常常诱发出一连串的其他灾害接连发生， 这种现象叫

灾害链。 灾害链中最早发生的起作用的灾害称为原生灾害；

而由原生灾害所诱导出来的灾害则称为次生灾害。

自然灾害发生之后， 破坏了人类生存的和谐条件， 由此

还可以导生出一系列其他灾害， 这些灾害泛称为衍生灾害。

如大旱之后， 地表与浅部淡水极度匮缺， 迫使人们饮用深层

含氟量较高的地下水， 从而导致了氟病， 这些都称为衍生

灾害。

当然， 灾害的过程往往是很复杂的， 有时候一种灾害可

由几种灾因引起， 或者一种灾因会同时引起好几种不同的灾

害。 这时， 灾害类型的确定就要根据起主导作用的灾因和其

主要表现形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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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灾害的认识

说起自然灾害， 人们都会想到水灾、 旱灾、 地震、 海啸

这些气象或地质方面的灾害， 而一些动植物活动给人类带来

的危害， 尤其是人类的重大疫情却很少有人将它们与自然灾

害联系起来。 其实， 从广义上讲， 由于各种活动 （包括动物、

植物和微生物活动） 对人类生命和生存环境引发的重大伤亡

和破坏也属于自然灾害， 当然， 从狭义上来说， 称为生物

灾害。

我们知道， 地球是目前所知唯一有生命的星球。 在人类

诞生之前地球上已经有无数种动植物和微生物生存， 它们有

自己的生活和繁衍方式， 人类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这些生物，

它们为人类提供生存所必需的各种物质， 而人类的生活也为

它们提供各种生长繁殖的条件。

各种生物在自然界中构成了相互依存的生物圈。 在这个

生物大世界中， 地球上存在的任何一个物种， 都是维持生态

平衡的基础。 虽然人是最聪明的高等动物， 但人并不能主宰

一切， 和谐中也会出现你死我活的斗争。

一旦某种生物链遭到破坏， 就会对其他生物的生命和生

存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种情况发生在人类身上， 则可能

引发灾难。 人类发展史上无数次瘟疫的流行， 使得人口锐减，

社会经济发展受挫， 就是这一灾害的结果。

有些生物灾害并没有直接发生在人类身上， 而是或者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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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他动物的大批死亡， 或者使某些植物成片死亡。 这些生

物灾害虽不直接伤及人的性命， 但破坏也就可以按这三类进

行划分。

一、 动物灾害

说到动物灾害， 首先要明确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人类

自从在地球上出现以来， 就成了地球上的一个重要成员。 在

漫长的演化历史中， 人与动物或其他生物之间的厉害关系越

来越复杂， 矛盾显得更加突出。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 人们总是把有利于人类自身利益的

动物当作是有益的， 千方百计地加以保护和利用； 反之， 则

认为是有害的， 想方设法加以控制、 清除， 甚至消灭。 长期

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出现的人虫之战、 人鼠之战等进行了一

个世纪又一个世纪， 而且愈演愈烈， 使人类处于无计可施的

困境。 除了所谓的有害动物之外， 据统计， 全世界危害庄稼

的害虫有 ６０００ 多种。 它们每年造成的农业灾害是相当严重

的， 大灾之时甚至会造成上百万人因饥荒而死。

自然界造成动物灾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自然因素，

如气候变化、 环境变化使动物的数量、 习性发生改变； 有动

物本身的因素， 如繁殖力过强或过弱、 数量过多或过少造成

生态失衡。 干旱使蝗灾暴发， 造成农作物颗粒无收； 老鼠缺

少天敌过度繁殖， 猖獗肆虐， 不仅吞噬粮食， 传染多种疾病，

而且毁坏各种设施； 气候环境变化发生森林病虫害， 使成千

上万亩林木毁灭， 其损失远远大于森林火灾……

但更多的原因还在于人类自身。 比如对许多动物的乱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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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杀、 森林的乱砍滥伐、 草原的开垦、 围湖造田等破坏了动

物的食物链， 毁坏了生物的多样性； 又如过量使用化学农药，

造成水域、 空气和土壤的污染， 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并且引

起物种变异及抗药性。 比如杀虫剂 ＤＤＴ 的滥用， 使之从诞生

之初的一支杀虫利剑很快变成对蚊虫毫无作用且对人有副作

用的废药而被淘汰。

还有， 盲目引进物种， 造成外来物种侵入， 引发动物易

地泛滥。 澳大利亚原本没有兔子， １００ 多年前， 好事之人将

２４ 只欧洲穴兔带到缺乏天敌的澳大利亚， 以致于过度繁殖形

成灾害。 另外， 我国在上世纪 ５０ 年代曾发动一次 “除四害”

运动， 其中将麻雀列为害鸟进行剿灭， 这对随后发生的一些

虫害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 植物灾害

说到植物灾害， 许多人就会想到豚草、 葛藤、 假高梁、

加拿大一枝黄花、 大米草、 水葫芦等一系列泛滥成灾， 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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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及其他林木的恶性草本植物。 这些植物生命力强、 繁

殖迅速， 有的还具有毒性。 它们抢夺其它农作物的养份， 致

其死亡。 在热带和亚热带一些地区， 每年由于恶性杂草成灾

引起的农作物产量减少达 ５０％之多。

还有些植物虽不泛

滥生 长， 但 其 毒 性 极

强， 让许多人及食草动

物误食而命丧黄泉， 比

如毒蘑菇。 更有一些奇

怪的植物， 从它们身上

提取的致瘾性物质被上

亿人吸食受毒害而难以

解脱， 烟草、 古柯、 大麻、 罂栗即是这类植物。

因此， 植物灾害真的不容忽视， 但究其原因， 主要还在

人类自己。 每种植物都有自身生长的地域和环境， 它们的繁

殖或它们所具有的毒性都是适应自然或自我保护而形成的。

它们受着自然条件的约束和限制。 当人们无意或有意将某种

植物引入另一种环境， 它们就可能像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魔怪，

失去约束， 失去天敌， 异意妄为， 在易地形成灾害。 这就是

现在人们已高度警惕的外来物种入侵。 我国近几年已发现有

４００ 多种外来植物形成大小不一的灾害。 就拿对于全世界都严

加防范的各种毒品来说， 其中许多确实是由一些植物制成的，

但那也怨不得这些植物， 它们原本是很有益的植物， 制成毒

品纯粹是人类自己祸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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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微生物灾害

第三类生物灾害， 即微生物灾害， 可谓是最直接、 又最

为恐怖的了。 这些最为细小最为原始的病原微生物能以各种

不同的方式传播疾病， 引起人或其他动物死亡。 据粗略统计

约有 １０００ 多种细菌、 病毒、 立克次体、 螺旋体、 寄生虫等病

原体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命。 它们所引起的传染病每一次暴发

和流行， 都给人类带来一场可怕的灾难。 １４ 世纪欧亚两洲的

鼠疫暴发， １８ 世纪欧洲的天花、 结核病肆虐， １９１８ 年全球流

感大流行， 死亡人数都在数百万甚至上千万， 超过了任何一

场其他自然灾害。

从人类诞生之时起人们就

开始与各种疾病作斗争， 人们

运用各种药物或其他手段杀灭

病原体， 阻断传染病的传播。

然而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各种病原体也在不停地变幻嘴

脸， 在适应了旧的药物之后，

以更加凶恶的面目卷土重来。

几乎每年暴发的流感便是如此。 这种病毒使得人们生产的新

疫苗总是落后于它的变异。 另外， 一些新的病原体又不断给

人们带来从未见过的传染病。 ２００３ 年令全世界都震惊的 “非

典” 疫情曾给中国人带来极大的恐惧， 人们至今还未完全解

开这一可怕瘟疫的谜团。 如今原有的 ２００ 多种传染病虽然人

们大多已能控制和治疗， 可它们在一些局部地区还不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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