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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安全知识问答题及答案 

1、扑救电器火灾应首先做什么答：切断电源。 

2、发生火灾拨通 119 后，应向 119 台报告哪些情况 

答：应报告失火部位所在的区县、街道，燃烧的物质，火势大小，所威胁的物质，报

警人姓名、单位、电话号码等情况，并派人到路口迎接消防车的到来。 

3、.当你发现液化石油气瓶、灶具漏气时应怎么办 

答：(1)、首先关闭气瓶角阀，并开窗通风，使可燃气体散开;(2)、严禁动用电器和一

切火源;(3)、立即找液化石油站及时修理或更换。 

4、液化石油气钢瓶为什么不能用火烘烤或其他方式加热 

答：液化石油气本是气体，采用增加压力的方法，才变成液体，所以钢瓶内的饱和蒸

汽压比一般液体的大，而且随温度的升高，瓶内液体迅速气化，压力更会急剧增加，当超

过气瓶的耐压强度时，就有发生爆炸的危险。 

5、有一个地方着火后，一个同志扛起泡沫灭火器就跑去救火，他这么做行吗为什么 

答：不行。因为：当他扛泡沫灭火器后，灭火器筒内的化学药剂发生化学反应生产二

氧化碳气体的泡沫，并以一定的压力从喷嘴喷出，这样就达不到灭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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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泡沫灭火器不能扑救什么火灾 

答：(1)、不能扑救电器火灾;(2)、不能扑救忌水性物品火灾;(3)、贵重物品、仪表火

灾。 

因为泡沫中含百分之九十七的水分，因此不能扑救电器火灾(水有导电性)和忌水物质

火灾(与忌水性物品连触能燃烧)，和贵重物品、仪表火灾(留有污迹)。 

7、怎样使用干粉灭火器 

答：先拔掉保险销，一手握住喷嘴对准火点，另一手压下压把。 

8、使用电褥子怎样注意防火 

答：(1)电褥子不能长时间通电，人员离开后必须切断电源;(2)电褥子严禁折叠使用，

防止电热丝损坏发生事故;(3)沙发床不宜使用电褥子，而且电褥子开关必须放在不易碰触

的地方;(4)电褥子通电后如果产生过热现象，就应停止使用。 

9、预防森林火灾的几不准是什么 

答：(1)不准在山林地区上坟烧纸。(2)不准在山林地区烧荒开地，烧茬子，燎地边。

(3)不准在山林地区吸烟、动用明火等。 

10、烟头为什么会引起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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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因为烟头虽小，但其表面温度一般在 200-300c，中心温度可达 700-800c 左

右，一般可燃物(如纸张、棉花、柴草、木材等)的燃点都在 130c-350c，都低于烟头的温

度。所以乱仍烟头很容易发生火灾。 

11、我国消防工作贯彻什么样的方针 

答：预防为主、防消结合。 

12、对于失火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应如何处罚 

答：处 3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 

13、全国消防安全宣传日是哪天 

答：11 月 9 日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是某年某月某日施行的 

答：1998 年 9 月 1 日起。 

15、家用液化气钢瓶与灶具之间要保持几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答：1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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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安全知识填空题 

1、每年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是在(3 月份最后一周的周一)。 

2、我国交通事故报警求救电话号码是(122)。 

3、《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xx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4、行人不得(跨越)道路隔离栏。 

5、乘车人不得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有(影响)驾驶人安全驾驶的行为。 

6、使用电灯时，灯炮不要(接触或靠近)可燃物。 

7、 放学路上如果被陌生人跟踪，要赶紧(打电话报警或告知家长)。 

8、行人在没有人行道的道路上行走，应当靠路的(右边)行走。 

9、在火场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危险：烈焰、高温、烟雾、毒气等。自我保护措施

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必要时(匍匐)前行。 

10、身上衣服着火时，立即采取的正确灭火方法是(就地打滚压灭身上火苗 ) 

11、家中电视机着火了应该首先做到的是(切断电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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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如果身体出现了不明原因的痛胀，不要随便吃止痛药，主要原因是(止痛药可能

会掩盖病因，不方便医生的诊断和对症下药)。 

13、农药等化学药品污染皮肤后，不能用酒精或热水擦洗皮肤，这是因为(酒精和热

水都会促使毒素被皮肤吸收)。 

14、《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是(国家教育部)制定的。 

15、发现用电器着火，应立即切断(电源)。 

16、瓜果蔬菜在生长过程中不仅会沾染病菌、病毒、寄生虫卵，还有残留的农药、

杀虫剂等，因此在食用前一定要(清洗干净)，从而避免染上疾病或造成农药中毒。 

17、游泳前，要先做(热身)活动，避免腿足抽筋。 

生活安全知识简答题 

(一)、放学或双休日，选择活动场所活动时，应注意的问题有那些 

1、应到没有车辆通行的场地如公园、广场等地方去玩。 

2、不要到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上玩耍。 

3、不要在离河太近的地方玩，以防掉进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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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要到小河塘里去游泳。 

5、不要在马路上玩耍，既危险，又会妨碍交通。 

(二)、外出活动应注意的安全事项有那些 

1、和家人上街时，不要一个人乱跑。 

2、集体外出时，如果有事，一定要跟领队老师请假、打招呼。 

3、集合时，看看你前后左右的人有没有到。 

4、上街时，要跟紧大人，不要东张西望。 

5、如果发现自己掉队了，不要惊慌。可以站在原地，等家长或老师来找你;也可到当

地的管理处，请工作人员在广播里播放寻人启示;切不可跟陌生人走，当心碰上骗子。 

(三)、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避免烫伤 

1、接开水时要先把杯口对准龙头的出水口，再开龙头接水，最好是在带龙头的开水

壶里接开水。如果杯口对不准的话，开水会溅出来烫伤人。 

2、不要太勉强地使用装满开水的开水瓶。可请大人帮忙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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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水装大半杯就可以了，装得太满的话，走动时水会泼洒出来。 

4、端着很烫的杯子走路时，杯下可放一只杯托。端着杯托，就不怕烫了。 

5、喝热水前，先试一试冷热，就不会被烫到了。 

(四)、使用电器时应特别注意那些安全 

1、插插头时，手拿住插头后部的塑料座，不要去碰前端的金属簧片。 

2、当手上有水时，不要去碰电源开关和电器的金属壳，因为水是导电的。 

3、电器的电线不能用力拖拉。 

4、发现电线破损，不要去碰露出的金属导线。 

5、千万不能用金属物、铅笔芯等东西往插座的孔里捅。 

(五)如何预防煤气中毒 

1、使用煤气时，要开窗，保持室内通风透气。让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及时排出室

外。 

2、如果煤气泄露，应立即关闭煤气总阀门，千万不要开灯或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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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有人煤气中毒，应迅速通知大人来进行抢救。 

(六)遇到火灾我们应该怎样预防火灾和自救呢 

发生火灾时，同学们一定要保持镇静，量力而行。火灾初起阶段，一般是很小的一个

火点，燃烧面积不大，产生的热量不多。这时只要随手用沙土、干土、浸湿的毛巾、棉

被、麻袋等去覆盖，就能使初起的火灾熄灭。如果火热较大，正在燃烧或可能蔓延，切勿

试图扑救，应该立刻逃离火场，打 119 火警电话，通知消防队救火。 

(七)、同学之间不宜开的玩笑有那些 

1、不能在同学后面用双手卡住同伴的脖子，容易造成颈椎骨折。 

2、不能突然坐在同学的腿上，可能会把同学的腿坐断。 

3、不能突然地吓唬人，会把同学吓坏。 

4、不能偷偷地抽走椅子，以防同学摔倒受伤。 

5、不要在门上放东西，一开门，门上的东西砸下来，会把同学打伤的。 

(八)、如何预防坏人勒索呢 

1、放学后应立即和同学结伴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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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离开家时，不要带过多的钱和贵重物品。 

3、天黑时，不要独自出来玩。 

4、在有路灯照明和人多的地方行走。 

5、遇到坏人勒索时，应大声喊叫，并立即向家人或老师报告。如果情况紧急，有生

命危险时，应采取一切方法保全自己的生命。 

(九)、如何防止异物呛入气管 

1、吃东西时不要大声说笑。 

2、不要把花生米、豆子之类的东西抛到空中，再用嘴去接着吃。 

3、在做比较激烈的运动时，嘴里不要含东西。 

4、上课时不能吃东西，不但不礼貌，含着东西回答问题，还容易被呛着。 

5、发现有人气管里呛进了异物，要赶紧叫人来抢救。 

(十)、游泳时应注意那些安全 

1、游泳前要做热身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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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游泳时要在学校老师集体组织下或和家长一起去。 

3、游泳时不要吃得过饱，也不能饿着肚子去游泳。 

4、不能在游泳池里嬉戏、打闹，以防出现意外。 

5、在游泳时，腿部出现抽筋现象时应立即上岸。 

6、发现异常情况时应马上告知同去的同学、老师或家长。 

(十一)、马路上应注意那些交通安全 

1、在马路上要靠边走，走在中间会妨碍车辆的通行，还有被撞的危险。 

2、走路时，不要边走边玩，也不要边走边看书。 

3、如果是几个人一道走，要排好队靠边走，队伍应竖排，不要横着走，以免妨碍别

人走路。 

4、不要在马路上打闹、游戏、滑旱冰，容易出危险。 

5、下雨天特别要注意前后的车辆，最好穿黄色的雨衣、雨鞋、雨伞等雨具，以引起

驾驶员的注意。打雨伞时，雨伞不要挡住视线。更不能把雨伞当作对攻的玩具，以免刺伤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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