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阳市 2018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生命与健康常识

【课程要求】

内容标准

层次要求

所在章节识记 理解 运用

了解交通安全.户外活动安全的基

本知识，掌握常见的安全事故应急

处理方法. 安全用电常识
√

七年级下册第四单元

掌握基本的卫生知识，了解自我保

健.预防传染病的基本方法，养成

有益于健康的行为习惯

√

八年级下册第一单元

认识社会的复杂性，学会识别骗

术，了解一些应对敲诈.抢劫.绑

架.恐吓等突发事件的方法

√

八年级下册第二单元

了解当地常见灾害，学会应对洪

水.泥石流.火灾.地震.雾霾

等突发事件，提高自救自护能力

√ 七年级下册第四单元，

九年级第一单元

了解艾滋病对个人.家庭及社会的

危害，正确认识艾滋病，了解预防

艾滋病的方法和措施

√

九年级第二单元

掌握食品安全有关知识，提高食品

安全意识

√

【考点链接】

一.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交通安全

1．行走要遵守一定的交通规则。①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

街设施；通过路口或横过道路时，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②行人不得跨越.倚坐道

路隔离设施，不得扒车.强行拦车或者实施妨碍道路交通安全的其他行为。③行人禁止进入

高速公路.汽车专用道路。④横过铁路路口时要看清标志，不要在铁路路基上行走.乘凉或坐

卧铁轨。

2．安全骑（自行）车的注意事项。①要经常检修自行车，保持铃响.闸灵。②未满 12 岁的

中学生，不能骑自行车。③要在非机动车道上靠右边行驶。经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慢行，

不闯红灯。④骑车要做到不双手撒把.不多人并骑.不相互攀扶.不追逐比赛.不带人.不戴耳

机听音乐.不打手机。⑤雨.雪.雾骑车要格外小心，要穿鲜艳的雨衣，要慢行。

3．安全乘车的注意事项。①不论乘火车或汽车，都要等车停稳后再依次上车，不挤不抢，

车辆行驶中不要把身体伸出窗外。②不携带危险品上车。③下车后不得从车前或车后突然走



出横过道路。④不准催司机开快车.与司机闲聊或妨碍司机驾驶。⑤乘坐火车，到茶炉间打

开水或是在座位上喝开水时，要特别小心。

4．乘飞机的规则和常识。①乘坐飞机要带好自己的身份证和机票，提前 1 个小时到达机场

办理登机手续 。②飞机起飞前系好安全带，这是非常重要的保护措施。③在飞机上禁止使

用手机.手提电脑.收音机和游戏机，以免干扰飞机与地面的无线信号联系。④万一飞机遇险，

千万不能惊慌失措，要信任机上工作人员，服从指挥，并积极配合其进行救护工作。

5．水上航行安全。

（1）安全乘船须知。我们乘船外出时，应选择船况良好的船只，上船的第一件事就是留

意观察救生设备的位置和紧急逃生的路径。①上下船不得拥挤.争抢，以免造成挤伤.落水等

事故。②天气恶劣时，如遇大风.大浪.浓雾等，要尽量避免乘船。③不在船头.甲板等地打

闹，追逐，以防落水。不要挤在船的一侧，以防船体倾斜，发生事故。④船上的许多设备都

与安全有关，不要乱动，以免影响正常的航行。⑤夜间航行，不要用手电筒向水面，岸边乱

照，以免驾驶员产生错觉发生危险。

（2）船只遇险时的自救。①船一旦失火，船上的人立即撤到到甲板上，抓紧时间寻找救

生衣和其他的救生 设备，从船尾逃生。②在江河湖泊中遇险，若水流不急，可游到岸边；

若是水流 很急，应顺着水流游向下游岸边或河流的内湾处。③学会漂浮，寻找一些可以帮 助

漂浮的物品，把它们搜集来并用衣服包好，这样可以节省很大的力气。④看到救援人员或者

过往船只，要立即发出求救信号。挥动衣服可以使别人更容易发现你，吹口哨的声音比大喊

大叫传的更远。 ⑤海中遇险，千万不要喝海水。

（3）跳水逃生时的注意事项。①跳水前尽可能向水面抛投漂浮物②不要从 5 米以上的高度

直接跳入水中③一定要远离船只，迎着风向跳 ④跳水时，两肘夹紧身体两侧，一手捂鼻，

一手向下拉紧救生衣；深呼吸，闭口，两腿伸直“冰棍式”跳入水中。

6.发生车祸时的注意事项：①车祸发生时， 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冷静，及时自救。②如能离

开车厢，应迅速离开；③若车门变形，应果断打破车窗逃离；④当自己无法自救时，应在第

一时间拨打求救电话。

二.注意户外活动安全，掌握常见的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方法

1．保证游泳安全的注意事项。①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肺结核.中耳炎.严重沙眼及各种传

染病的人不宜游泳，处在月经期间的女同学不宜游泳。②学习游泳必须由会游泳的成年人陪

伴。③下水前要做准备活动。④饱食或空腹时，剧烈运动和繁重体力劳动后，不要游泳。⑤

游泳后，上岸时要用干净水冲洗身体，保持皮肤清洁。

2..落水救护有方法。①自己意外落水，附近又无人救助时，应保持镇静，千万不要手脚

乱蹬.拼命挣扎，应立即屏住呼吸，踢掉双鞋，放松肢体，等待浮出水面。当感觉开始上浮

时，应尽可能的保持仰位。②发现附近有人时，可以挥手或挥动水中的漂浮物进行求助，当

救助者出现时，千万不要抓住他的手脚。③发现有人溺水，中学生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大

声呼成年人前来相助。也可以用竹竿.树枝.绳子等将溺水者拉上岸，也可以向溺水者抛漂浮

物，如木块等。如果自己受过水中救助训练，可以下水救护。

3.选择野外宿营地要注意的问题。①近水源 。②要选择背风的地方。③避开滚石.泥石流

等危险。 ④ 防野兽的侵扰 。⑤尽可能选在日照时间长的地方宿营。

4. 毒蛇咬伤的处理办法。①就地自救或互救，千万不要惊慌.奔跑.以防毒素的加快吸收

和扩散。②用皮带.布带.手帕.绳索等物在距离伤口 3--5 厘米的地方缚扎，每隔 20 分钟需

放松 2-3 分钟。③用清水冲洗伤口（生理盐水.高锰酸钾溶液更好）。④用消过毒的或清洁

的刀片，在两毒牙痕的中心处做“十”字形切口，切至皮下，能使毒液排除即可。⑤用拔火

罐或吸乳器反复抽吸伤口，紧急时可用嘴吸。⑥点燃火柴，烧灼伤口。⑦尽快食用蛇药。⑧

送附近医院救治。



5．群峰侵袭的防护。①遇到群峰侵袭时，不要乱跑，立即抱头蹲，用书包.衣服或手臂

将身体裸露部分遮挡住，尤其是头颈和面部，是重点保护部位。②如果被蜂蛰到，要用肥皂

水或盐水清洗伤口。③如果伤口处有残留的蛰刺，应立即拔掉。然后涂上万花油或绿药膏。

④如果出现头疼.头昏.恶心.呕吐.发烧等症状时，应立即到医院治疗。

6．防止被狗咬伤。①在户外活动时，千万不可去逗狗。②如遇到狗有敌意时，不能乱跑，

最好是蹲下身体，捡起或假装捡起一块石头，待狗离去后再走。③如果不幸被狗咬伤，必须

立即处理伤口，并迅速前往医院诊治，24 小时内注射狂犬病疫苗和破伤风抗生素。

7.预防踩踏事故的发生。在大型集会场所.拥挤的旅游景点.电影院.学校等公共场所出现混

乱局面时：①要时刻保持警惕，做好保护自己的准备；②可以暂时躲避一下，或抓住坚固的

东西，待人群过后，迅速离开现场；

③若被裹挟到人群中，，要切记与人群的方向保持一致；④当发现自己全前面有人摔倒时，

要停下脚步，大声呼救，告知后面的人不要向前挤靠；

⑤若自己被推倒，要设法靠近墙壁，身体卷成球状，双手在颈后紧扣，以保护身体最脆弱的

部位。

三、了解传染病的危害，掌握预防传染病的基本方法

1.当前威胁人们健康的传染病主要有哪些

①常见的有：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水痘.肠道传染病等；

②新发的有：艾滋病.甲型 HN11.非典.禽流感.手足口病等；

③ 复燃的有：麻疹.脊髓灰质炎.血吸虫等

2．传染病的危害。①传染病是人类生命的杀手。②传染病危害人类健康，③制约社会经

济的发展。④ 引起人们的心理恐慌。

3．传染病发生.蔓延的三个基本环节：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

4．预防传染病的措施。①控制传染源。②切断传播途径（加强消毒.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和环境道德，是切断传播途径的主要措施）。③提高抗病能力（预防接种是预防传染病最经

济.最有效的措施）。

5．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及预防措施。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流感.麻疹.水痘.风疹.流行

性腮炎.流脑及肺结核等。预防措施：注意保暖，避免受凉 ；净化环境，保持室内空气清新；

免疫预防；疫情发生时，尽量不要到人员密集的地方去；早发现，早治疗。

6．常见的消化道传染病及预防措施。常见的消化道传染病：细菌性痢疾.阿米巴痢疾.脊

髓灰质炎.甲肝等。预防措施：注意饮水.饮食卫生；将食物彻底煮熟，煮透；搞好卫生；接

种；及时治疗。

7.预防血吸虫病。①消灭钉螺。钉螺是血吸虫的中间宿主；②做好防护。不接触可能有血

吸虫尾蚴的水，必须接触时，可以穿长靴.戴胶皮手套.或涂防护油膏；③管好病人.病畜粪

便，使用安全卫生水，④出现血吸虫病人.病畜，应尽快请医生诊治。

四.学会识别骗术，了解一些应对敲诈.抢劫.绑架.恐吓等突发事件的方法

1．防止上当受骗的方法。①克服自己的贪念，不要抱有贪小便宜的心理。②不要听信旁

人的起哄和“劝说”。③防范主动接近你的陌生人。

2.预防抢劫的办法。①尽量少走夜路及偏僻地段，要走人多有路灯的大路，并结伴而行。

②不要到人迹罕至及偏僻的地方或阴暗处和树林草丛深处活动。③不要炫耀和显露贵重物品

和现金。④不要随便交友，如果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人长时间尾随自己时，应立即往人多的地

方走，并及时向行人或公安部门寻求帮助。⑤在公共汽车上或人群拥挤的地方，注意把包放

好或放在身前，防止被盗或被抢。

3．如何面对绑架。①要保持冷静，不要大喊大叫，以免引发绑匪的恶行，危及自己的生

命安全。②一般情况下，不要盲目同绑匪搏斗，避免引来杀生之祸。③尽量避免与绑匪的目



光对视，可以假装愚笨或胆小老实，对绑匪表现出顺从的样子，这样会减少绑匪的注意，使

其放松警惕，从而容易寻找机会脱险。④注意观察和了解周围的情况，以便找机会逃走。⑤

不要说“我认识你”.“我记住了你的相貌”等话语，这样可能导致绑匪杀人灭口。

4．如何面对敲诈勒索。①面对敲诈勒索时，要保持清醒和冷静，严厉斥责，切不可“私

了”。这样只会使犯罪分子得寸进尺。②即使你犯过一点错误，也不要害怕犯罪分子的要挟

和恐吓，因为你越是害怕，犯罪分子就越嚣张。③另外，对于自己的隐私，公安机关与学校

是有义务和责任为你保密的，所以你可以大胆地向公安机关与学校保卫部门报案。

5.应对校园暴力的威胁，维护校园安全。①不要害怕。要相信邪不压正，千万不要向恶势

力低头；②大声提醒对方，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会受到法律制裁。同时迅速找电话报警，

或大声呼救；③受到 校园暴力侵犯后，不能保持沉默，也不能忍气吞声，更不能以暴制暴，

要及时将事情告诉老师.家长或报警；④要理智采取回避的态度，尽可能不与对方发生直接

冲突；⑤作为中学生，要树立法律意识，依法维护自己和他人的人生安全，绝不参与校园暴

力，维护校园安全。

6.做好学生宿舍安全防范工作。学生宿舍，特别是女生宿舍，会常常成为不法分子侵害的

目标。学生宿舍的安全防范应注意：①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警惕性，不给坏人可乘之机；

②晚上睡前关好门窗； ③夜晚有人来访，不轻易接待，陌生人来访，一定不要开门；④夜

晚到室外上厕所，要穿好衣服，结伴同行，最好随带电筒及防卫用具⑤假期不回家的学生，

应集中就寝；⑧宿舍里可以准备一些防卫用具，一旦遭袭击，要团结一致，坚决自卫，与坏

人搏斗时，要大声呼救或报警，以求得援助。

7.遇到不法侵害或危险时，针对不同情况，拨打不同电话。

① 报警电话：110；②火警电话：119；③急救电话：120.

五.学会应对地震.洪水.泥石流.雾霾.火灾等突发事件，提高自救自护能力

1.地震发生时怎样保护自己

(1)如果在平房里突然发生地震，要迅速钻到床下.桌下，同时用被褥.枕头.脸盆等物保护住

头部，等地震间隙再尽快离开住房，转移到安全地方，如房屋倒塌，应呆在床下或桌下千万

不要移动，等到地震停止再逃出室外或等待救援。

(2)如在楼房，发生地震，不要试图跑出楼外，要及时躲到两承重墙之间最小房间，如厕所.

厨房等，也可躲在桌.柜等家具下面，并且保护好头部。

(3)在上课时发生地震，不要惊慌乱跑，靠近门口的同学迅速跑到门外，中间和后面的躲在

桌下，用书包护头，靠墙的同学要紧靠墙根，双手护头。

(4)防余震，已离房间，千万不要地震一停立即回屋取东西。

(5)在公共场所可随机应变躲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如桌柜下.舞台下。

(6)在街上的人，不要跑进建筑物中，远离高楼.广告牌.胡同.桥头等危险地。

(7)如被埋在建筑物中，应先清理腹部以上物体，捂住口鼻，防烟尘窒息，保存体力，等待

救援。

2．洪水暴发自救措施

(1)受洪水威胁，但时间充裕，应按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

已受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排.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

(2)洪水来得快，已经来不及转移时，立即爬上屋顶.楼房.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

援，不要单身游水转移。

(3)在山区，如果连降大雨，容易暴发山洪，应尽量避免山体滑坡.滚石.泥石流的伤害。

(4)远离高压电线，防止触电。

(5)洪水后，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避免传染病发生。

3. 泥石流自救措施



(1)不能沿沟向上.向下跑，应离开沟道，向两侧山坡上跑。

(2)不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选择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的地方。

(3)上树逃生不可取。

(4)应避开河道弯曲或地方狭小.高度又低的凸岸。

(5)泥石流过后，应清理消毒，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避免传染病发生。

4.雾霾

（1）雾霾形成的原因：雾霾天气的形成是主要是人为的环境污染，再加上气温低.风小等自

然条件导致污染物不易扩散。2013 年 1 月 28 日，我国首次发布单独的霾预警。11 月，我国

25 省份遭遇雾霾天气，南京中小学甚至不得不紧急停课。

在雾霾天气中，PM2.5 是“罪魁”。主要来源有多个。一是汽车尾气。近年来，城市的

汽车越来越多，排放的汽车尾气量也越来越多，对城市空气中 PM2.5 的“贡献 60%左右。二

是道路扬尘和建筑施工扬尘。根据研究，道路扬尘是 PM2.5 的主要来源，占 PM2.5 来源的

20%左右。三是工厂制造出的二次污染。四是冬季取暖时燃烧煤炭低空排放的污染物。五是

生物质(秸秆.木柴)的燃烧以及垃圾焚烧产生的烟尘，这也是 PM2.5 的重要来源。

（2）自我保护。

减少出门是自我保护最有效的办法；要多喝水，少吸烟并远离“二手烟”，减轻肺.肝

等器官的负担；多食清肺润肺食品，如百合.胡萝卜.梨子.木耳.豆浆.蜂蜜等；尽量不要开

窗，确实需要开窗透气的话，开窗时应尽量避开早晚雾霾高峰时段，可以将窗户打开一条缝

通风，不让风直接吹进来，通风时间每次以半小时至一小时为宜。但家中以空调取暖的居民，

尤其要注意开窗透气，确保室内氧气充足。

如需外出，尽量避开早晚交通拥挤的高峰时段，尽量别骑车而改换搭乘公交车；戴口罩

（老年人和有心血管疾病的人要避免佩戴）；尽量选择在 10—14 时外出；进入室内必做三

件事：洗脸.漱口.清理鼻腔。

5.火海自救措施。（1）断电报警，临危不乱。（2）寻找工具，抢先灭火。（3）扑灭小火，

惠及他人。（4）紧抓时机，迅速撤离。（5）不入险地，不贪财物。（6）善用通道，莫入

电梯。（7）简易防护，蒙鼻匍匐。（8）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6.高温天气，预防中暑。中暑救护要讲究科学：（1）判断。要根据病状判断自己或他人是

确实中暑，不能病急乱投医；（2）对症施救。对于轻度中暑病人，可以采取刮痧等方法进

行就地治疗；对于重症中暑病人，要立即拨打急救电话，请求医务人员紧急救治；（3）救

护中暑的关键是使患者体温尽快降至 38c 以下

六.艾滋病有关知识

1．艾滋病传播途径。(1)性传播：通过性行为传播是艾滋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2)血液传

播。(3)母婴传播。

2．怎样正确对待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

(1)不惧怕，不恐慌，不歧视。(2)以人道主义精神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难，只要

按照预防艾滋病的措施行动就不会感染。(3)医务人员不得拒绝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

人服务。

3．艾滋病预防方法措施：(1)遵守性道德，洁身自爱，遵守政府法令。(2)不以任何方式吸

毒。(3)不去消毒得不到保证的诊断.医院打针.拔牙.针灸或手术。不得擅自从国外带进或使

用未经检验的进口血液制品。(4)儿童打预防针做到一人一针一管。(5)不到消毒不严的理发

店.美容院去理发.美容。(6)不要用不消毒的针穿耳，不要文身。(7)修脚刀.刮脸刀等卫生

用品必须自备专用。(8)在救护流血伤员时，要设法防止血液直接沾在自己皮肤或粘膜上。

(9)已受艾滋病毒感染的妇女不要怀孕。

七.最基本的安全用电常识：



（1）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关断总电源。

（2）不用手或导电物（如铁丝.钉子.别针等金属制品）去接触.探试电源插座内部。

（3）不要站在潮湿的地面上移动带电物体，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4）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插拔电源插头时不要用力拉拽电线，以防止电线的

绝缘层受损造成触电；电线的绝缘皮剥落，要及时更换新线或者用绝缘胶布包好。

（5）不随意拆卸.安装电源线路.插座.插头等，检修或调换灯头，即使开关断开，也切忌用

手直接触及，以防触电。

（6）发现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关断电源；或者用干燥的木棍等物将触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

开，不要用手去直接救人；年龄小的同学遇到这种情况，应呼喊成年人相助，不要自己处理，

以防触电。

八.食品安全

1.预防食物中毒。

首先要讲究个人卫生，做到勤洗澡.勤换衣.勤剪指甲.勤理发，勤换床单和被套.勤晒被

褥。保持教室.寝室环境的清洁卫生，养成饭前便后洗手.不暴饮暴食的良好习惯。其次做到

“六不吃”，不吃生冷食物.不吃不洁瓜果.不吃腐败变质食物.不吃未经高温处理的饭菜.

不喝生水.不吃零食。再就是要从食品标签上注意识别食品质量，选择安全的食品是把住“病

从口入”的第一关。

2.发生食物中毒时的正确做法

（1）出现食物中毒症状或者误食化学物品时，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喝大量结晶水以

稀释毒素，用筷子或手指伸向喉咙深处刺激咽后壁、舌根进行催吐，并及时就医。

（2）了解与病人一同进餐的人有无异常，并告知医生。

（3）向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卫生监督机构报告。

3. 判别伪劣食品。

防范“七字法”：即防“艳.白.反.长.散.低.小”。

一防“艳”，对颜色过分艳丽的食品要提防；二防“白”，凡是食品呈不正常不自然的

白色，十有八九会有漂白剂.增白剂.面粉处理剂等化学品的危害；三防“长”，尽量少吃保

质期过长的食品；四防“反”，即防反自然生长的食物；五防“小”，要提防小作坊式加工

企业的产品；六防“低”，防价格上明显低于一般价格水平的食品；七防“散”，散就是散

装食品。

4. 识别食品标签

（1）必须标注的内容包括食品的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及固形物含量.制造者.及经销商的名

称和地址.生产日期和贮存指南.质量等级.产品标准号.保质期等。

（2）标签内容齐全，标签内容完整.规范和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