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生安全常识 

学生组织集体课外活动，须经学校有关部门（原则上，校级团学组织与学生

团体的活动经团委、班级活动经所在学院或年级学办、跨学院或年级的活动经学

生处）同意，按学校规定进行，并报保卫处备案。有关部门须认真进行安全审查，

条件不具备时不得批准。学生因事离校，须按规定报批。 

学生发生安全事故应及时向校保卫处和学生处报告，并保护现场。有关部门

应迅速采取措施，及时处理。 

防  火 

一、发生火灾扑救办法 

百密尚有一疏，一旦发生火灾时，同学们一定要审时度势，根据火情迅速作

出判断，实施扑救和自救工作。一般火灾通常有三个阶段，即初起阶段、发展阶

段和猛烈阶段。在火灾的初起阶段，火源面积较小，燃烧强度弱，易于扑救，可

就近寻找灭火器自行扑救。扑救火灾时，应注意先切断电源和气源；同时要注意

先转移火场及其附近的易燃易爆危险品，实在无法转移的应当设法降温冷却。火

灾的发展阶段火势较猛，这种情况下一定保持头脑冷静，迅速组织疏散，使人员

远离火场，并立即报“119”火警，报告消防机关，使消防人员和消防车迅速赶

到火场，以及时控制火情。火灾猛烈阶段，要首先寻找逃生通道，及时逃离火灾

现场。 

二、火场自我逃生方法 

在火灾发生时，如果被大火围困，可用以下几种自救逃生的常用办法： 

1. 熟悉环境法，就是了解和熟悉我们经常或临时所处建筑物的消防安全环

境。 

2. 迅速撤离法，一旦听到火灾警报或意识到自己可能被烟火包围时，要立

即跑出房间，切不可延误逃生良机。 

3. 通道疏散法，楼房着火时，应根据火势情况，选用最便捷、最安全的通

道和疏散设施，如防烟楼梯、封闭楼梯、室外楼梯等。 

4. 暂时避难法，在无路可逃生的情况下，应积极寻找暂时的避难处所，切

断毒烟来源，以保护自己，择机而逃。 

5. 毛巾保护法，逃生时可把毛巾浸湿后叠起来捂住口鼻，以过滤炙热的空

气和产生的一氧化碳，穿越烟雾区，逃离火灾区。 

三、火场逃生注意事项 

1. 楼内失火可向着火层以下疏散，逃生时不要乘坐普通电梯。 

2. 必须穿过烟雾逃生时，应尽量用浸湿的衣物披裹身体，捂住口鼻，身体

贴近地面顺墙向远离烟火的太平门、安全出口方向疏散。 



3. 如果室内有防毒面罩，逃生时一定要将其戴在头上。 

4. 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 

5. 当楼梯被烈火、浓烟封闭时，可通过窗户、阳台，逃往相邻建筑物或寻

找没着火的房间。如果烟味很浓，房门已经烫手，说明大火已封门，再不能开门

逃生。此时应将门缝塞严，泼水降温，呼救待援。 

防  盗 

一、大学生防盗的基本方法 

防盗的基本方法有人防、物防和技防三种。其中，人防是预防和制止盗窃犯

罪最为有效的方法。对于大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做好教室和学生宿舍的防盗工

作。保护好自己和同学的财物。不仅是个人的事，也是全宿舍、全班乃至全校学

生共同关心的大事。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 

1. 养成随手关灯、随手关窗、随手锁门的习惯，最后离开教室或宿舍的同

学，要关好窗户锁好门，以防盗窃犯罪人乘隙而入。 

2. 不要留宿外来人员，遵守宿舍管理条例。 

3.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应加强警惕、多加注意。作案人到教室和宿舍行窃时，

往往要找各种借口，如找什么人或推销什么商品等，见管理松懈、进出自由、房

门大开，便来回走动、窥测张望、伺机行事，摸清情况、瞅准机会后就撬门扭锁

大肆盗窃。遇到这种可疑人员，同学们应主动上前询问，发现问题，及时报告相

关管理部门或报学校保卫处处理。 

4. 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钥匙，包括教室、宿舍、箱包、抽屉等处的各种钥匙，

不能随便借给他人或乱丢乱放，以防“不速之客”复制或伺机行窃。 

二、几种特殊易盗物品的防盗措施 

1. 现金：最好的保管办法是将其存入银行，尤其是数额较大时，更应及时

存入银行并加密码，密码应选择容易记忆且又不易解密的数字；特别要注意的是，

存折、信用卡等不要与自己的身份证、学生证等证件放在一起，以防被盗窃分子

一起盗走后冒领；发现存折丢失后，应立即到所存银行挂失。  

2. 各类有价证卡：其最好的保管方法，就是放在自己贴身的衣袋内，袋口

应配有钮扣或拉链；所用密码一定要注意保密，不要轻易告诉任何人；如果参加

体育锻炼等项活动必须脱衣服时，应将各类有价证卡锁在自己的箱子里，并保管

好自己的钥匙。 

3. 自行车：买新车一定要到有关部门办理自行车执照手续，保存好购车发

票，并安装防盗车锁，养成随停随锁的习惯。自行车一旦丢失，应立即到学校保

卫部门报案，并提供有效证件、证明及其他有关情况，以便及时查找。 

4. 黄金饰品、电脑、手机等贵重物品：较长时间不用的应该带回家中或托



给可靠的人代为保管；暂不使用时，最好锁在抽屉或箱柜里，以防被顺手牵羊、

乘虚而入者盗走。 

三、发生盗窃案件的处理办法 

一旦发生盗窃案件，同学们一定要冷静处理： 

1. 立即报告所在宿管站管理员或学校保卫处，同时封锁和保护现场，不得

翻动现场的物品，也不准任何人进入。 

2. 发现行踪可疑人员，要及时报保卫处。 

3. 配合调查，积极主动地提供线索，实事求是地客观回答公安部门和保卫

人员提出的问题。 

4. 如果发现存折被窃，应第一时间到银行挂失。 

防  诈  骗 

一、 高校诈骗案的作案手段 

高校校园内发生的各类诈骗案件主要有以下几种作案手段： 

1. 假冒身份，流窜作案。 

2. 投其所好，引诱上钩，一些诈骗分子往往利用被害人急于就业和出国等

心理，投其所好、应其所急施展诡计而骗取财物。 

3. 真实身份，虚假合同，一些骗子利用高校学生经验少、法律意识差、急

于赚钱补贴生活的心理，常以公司名义、真实的身份让学生为其推销产品，事后

却不兑现诺言和酬金而使学生上当受骗。 

4. 借贷为名，骗钱为实。 

5. 以次充好，恶意行骗，一些骗子利用教师、学生“识货”经验少又苛求

物美价廉的特点，上门推销各种产品而使师生上当受骗。 

6. 招聘为名，设置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学生急于打工赚钱的心理，用招聘

的名义对一些“无知”学生设置骗局，骗取介绍费、押金、报名费等。 

7. 骗取信任，寻机作案。 

二、高校诈骗案件的预防措施 

大学生受骗上当主要有以下原因：思想单纯、防范意识较差，贪图虚荣、遇

事不够理智，有求于人、交友行事轻率，贪小便宜、急功近利等。因此大学生要

做好对校园诈骗的预防就必须做到： 

1. 提高防范意识，学会自我保护。大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法制和安

全防范教育活动，多知道、多了解、多掌握一些防范知识，在日常生活中，要做

到不贪图便宜、不谋取私利，不要轻信花言巧语，不要把自己的家庭地址等情况

随便告诉陌生人，以免上当受骗。 

2. 交友要谨慎，避免以感情代替理智。 



3. 同学之间要相互沟通、相互帮助。在高校，大家向往着同一个学习目标，

生活和学习是统一的同步的，同学间、师生间的友谊比什么都珍贵，因此相互间

加强沟通、互相帮助，以避免一些伤害。 

4. 服从校园管理，自觉遵守校纪校规。同学们一定要认真执行有关规定，

自觉遵守校纪校规，积极支持有关部门履行管理职能，并努力发挥出自己的应有

作用。 

如何防范抢劫 

1. 遭遇抢劫时，首先应镇静，学会与歹徒斗智斗勇，随机应变。如果环境

对己方不利，一切以生命安全为第一，可以看准机会向人多，有灯光的地方或宿

舍区奔跑；如果对方的实力不如己方，则提倡与犯罪分子作斗争。 

2. 被抢以后，在确认生命安全绝对保障的情况下，首先应大声呼救，引起

路边警力及群众的注意。然后报警，记住歹徒的一些特征性体征，如身高、年龄、

体态、发型、衣着、胡须等等，如果对方是车辆作案，应记下车牌号及逃窜方向。 

3. 平时注意身上不要留太多现金，公共场合不要露财诱发犯罪。不宜把手

机别在腰间骑自行车或胸挂手机行走，也不要边走边打手机，因为这样歹徒很容

易下手。 

4. 尽量不要去人员稀少的偏僻场所，特别是晚上，应尽量两人以上外出，

一个人最好要避开小路或没有路灯的道路。当单独或少数几个人行走，有汽车，

摩托车或陌生人突然出现的时候，要提高警惕。不要和不明身份的陌生人过于亲

近。 

5. 平时可以学习一些防身术以备不时之需，女孩子可以带一些比如强光手

电筒（照射歹徒眼睛），香水（喷射歹徒眼部和鼻腔）之类的防身用品。 

防性侵害 

一、 性骚扰侵害的主要形式 

1. 暴力型性侵害，是指犯罪分子使用暴力和野蛮的手段，如携带凶器威胁、

劫持女同学，或以暴力威胁加之言语恐吓，从而对女同学实施强奸、轮奸或调戏、

猥亵等。 

2. 胁迫型性侵害，是指利用自己的权势、地位、职务之便，对有求于自己

的受害人加以利诱或威胁，从而强迫受害人与其发生非暴力型的性行为。 

3. 社交型性侵害，是指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发生的性侵害，与受害人约会

的大多是熟人、同学、同乡，甚至是男朋友，受害人身心受到伤害以后，往往出

于各种考虑而不敢加以揭发。 

4. 诱惑性侵害，是指利用受害人追求享乐、贪图钱财的心理，诱惑受害人

而使其受到的性侵害。 



5. 滋扰型侵害，如利用靠近女生的机会，有意识地接触女生的胸部，摸捏

其躯体和大腿等处；暴露生殖器等变态式性滋扰；向女生寻衅滋事，无理纠缠，

用污言秽语进行挑逗，或者做出下流举动对女生进行调戏，侮辱等。 

二、女大学生容易遭受性骚扰性侵害的时间和场所 

女大学生容易遭受性侵害的时间和场所主要集中在夏天夜晚的公共场所和

僻静处所，如公园假山，树林深处、夹道小巷，楼顶晒台、没有路灯的街道楼边，

尚未交付使用的新建筑物内，下班后的电梯内，无人居住的小屋、陋室，茅棚等，

若女生单独逗留，很容易遭受到流氓袭击。所以，女生最好不要单独行走或逗留

在上述这些地方。 

三、 积极防范，避免性骚扰、性侵害的发生 

1. 筑起思想防线，提高识别能力。女大学生特别应当消除贪图小便宜的心

理，谨慎待人处事。一旦发现某异性对自己不怀好意，甚至动手动脚或有越轨行

为，一定要严厉拒绝、大胆反抗，并及时向学校有关领导和保卫部门报告，以便

及时加以制止。 

2. 行为端正，态度明朗。 

3. 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对于那些失去理智、纠缠不清的无赖或违法犯罪

分子，女大学生千万不要惧怕他们的要挟和讹诈，也不要怕他们打击报复。要大

胆揭发其阴谋或罪行，及时向领导和老师报告，学会依靠组织和运用法律武器保

护自己；千万注意不能“私了”，“私了”的结果常会使犯罪分子得寸进尺，没完

没了。 

4. 学点防身术，提高自我防范的有效性。一般女性的体力均弱于男性，防

身时要把握时机，出奇制胜，狠准快地出击其要害部位，即使不能制服对方，也

可制造逃离险境的机会。同时，要注意设法在案犯身上留下印记或痕迹，以备追

查、辨认案犯时做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