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防煤气中毒班会 预防煤气中毒班会教案
(精选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预防煤气中毒班会篇一

让学生知道一些煤气中毒的有关知识，能在生活中防止煤气
中中毒的发生，保障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

2008年12月2日凌晨，榆林定边县堆子梁中学四年级一女生宿
舍发生煤气中毒事件，12名女童中毒，11人死亡。12月12日
凌晨，住在马家峁村的一户人家发生煤气中毒事件，睡在屋
里的三代5口人，有4人死亡。全国各地煤气中毒事件也时有
发生，据统计，中国家庭每年由于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人数
排在交通事故和生产事故之后的第三位。

煤气中毒，又称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是无色、无臭、无
味的气体，因此，容易被人们忽略而导致中毒。

早期症状：一氧化碳中毒早期症状表现为：剧烈头痛、头晕、
心慌、面部潮红、口唇呈现樱桃红色、全身乏力、恶心、呕
吐、嗜睡、意识模糊、视物不清、感觉迟钝、幻觉等症状。
这个阶段如果能够识别中毒症状，使患者脱离中毒环境，可
以很快恢复。如果继续在中毒环境中，病情会进一步发展。

中度症状：中毒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意识丧失、昏迷、瞳孔
对光反射和角膜反射迟钝等症状。中毒症状：病情进一步加
重会出现重度中毒：深昏迷、瞳孔对光反射和角膜反射消失、



呼之不应、推之不动，这一阶段常伴有脑水肿、肺水肿、休
克等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极高。

1、在密闭不透风的居室中使用煤炉取暖、做饭，由于通风不
良，供氧不充分，可产生大量一氧化碳积蓄在室内。另外含
碳的燃料，如汽油、煤油、木炭等，在缺氧而不能燃烧时，
也可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引起煤气中毒。

2、家庭使用的煤气罐，如果漏气或开关不紧，均可使煤气大
量溢出，造成中毒。

3、门窗紧闭，又无通风措施，或使用旧风斗、或风斗过小或
安装高度不够。造成煤气排出不畅，也能引起中毒。

4、平房烟囱安装不合理，筒口正对风口，使煤气倒流。或遇
大风倒烟、烟筒被烟灰或其它东西堵塞等，煤气排不出或排
量少，大部分扩散在室内，也会发生煤气中毒。

5、气候条件不好，如遇刮风、下雪、阴天、气压低，煤气难
以流通排出，可能引起煤气中毒。

6、冬季在车内发动汽车或开动车内空调后在车内睡眠，都可
能引起煤气中毒。

1、自救方法：如在使用煤炉、炭盆取暖或使用石油液化气热
水器洗澡时，有感到头晕、胸闷的症状时，要尽快打开门窗，
脱离现场。若感到全身乏力不能站立时，可在地上匍匐爬行
（一氧化碳比空气轻），迅速打开门窗逃生，同时呼救。

2、急救他人方法：当发现或怀疑有人出现一氧化碳中毒，在
救护人员赶到前采取一些急救措施，将可能极大地减少伤亡。
应立即采取下述措施：

（1）救护人配带有效的防护口罩，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伏



入室，关煤气，禁用明火和开关电器以及一切可能产生火花
的行为。

（2）应尽快让患者离开中毒环境，并立即打开门窗，流通空
气。

（3）患者应安静休息，避免活动后加重心、肺负担及增加氧
的消耗量。

（4）松解衣扣，保持呼吸道通畅，清除口鼻分泌物，保证患
者有自主呼吸，充分给以氧气吸入。

（5）神智不清的中毒患者必须尽快抬出中毒环境，在最短的
时间内，检查病人呼吸、脉搏、血压情况，根据这些情况进
行紧急处理。

（6）中毒者呼吸心跳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

（7）呼叫120急救服务，急救医生到现场救治病人。

（8）病情稳定后，将病人护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

冬季取暖或使用煤气时，一定注意室内通风换气，这是预防
煤气中毒的关键。遇有大风天气，尤其是在夜晚，一定要打
开炉门，让煤能够充分燃烧，或者干脆将炉子灭掉；尤其在
冬季的雨雪、阴天或者气压低的天气里，要注意及时清扫烟
囱，保持内部通畅，并要经常开窗通风。

大家学到了什么？

预防煤气中毒班会篇二

1、在冬季用煤炉取暖时，煤炉首先要装上烟筒，并检查煤炉
和烟筒是否漏气，烟道有否堵塞，是否畅通，并根据当地风



向确定排烟方向以防灌倒风。

2、俗话说“宁可冷清清，不能烟熏熏。”晚上睡觉，不能堵
上炉火的风门，屋内要设通风口，注意室内空气的流通。

3、刚刚升着的煤炉，最容易产生一氧化碳，应及时打开窗户
通风，并等火炉着旺后，再封火，切不可用湿煤封火。封火
后要对未然尽的炉灰，应及时清理。

4、提高认识，增强安全意识，从预防做起，树立安全第一的
思想，要定期检查烟筒和煤炉是否漏气，是否堵塞。

5、长时间停火后，再生火时一定要检查烟筒和烟囱。确保自
身安全。

6、每周轮班之日每天有一人专管负责检查烟筒和烟囱是否畅
通、及填火和住宿卫生工作。

7、值日安排如下：

副平硐刷大面跟班小组

冬季来临，用土暧气过冬是北方居民最普遍的.方法。使用不
当及容易发生煤气中毒事件，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的
威胁，所以人们在冬季取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预防煤汽中毒。

第一、特别要在内心中排除以下误解,以防在这些方面产生大
意,引起煤气中毒。

10．煤气中毒病人抢救过来就没事了。煤气中毒对人的肺、
心、脑等器官的损害都很大。对抢救过来的病人如不继续精
心治疗，很可能留下后遗症。

第二、一定要做好通风防护。睡前一定将 炉火熄灭。



第三、使用管道煤气时，要防止管道老化、跑气、漏气。烧
煮时防止火焰被扑灭，导致煤气溢出。

第四、使用煤气报警器或者是一氧化碳报警器预防。

预防煤气中毒班会篇三

1、帮助幼儿初步了解煤气的作用和基本特性，知道煤气对身
体有害。

2、教育幼儿不随便乱动煤气开关，树立自我保护意识。

了解煤气的作用和基本特性，知道煤气对身体有害。

课件、电视、电脑、图片

一、引导幼儿观看图片。

师：朱老师带来了一张图片，你认识它吗？

师：你在哪里看见过？有什么用呢？

师：煤气为什么能把饭菜烧熟呢？这是怎么回事？

师小结：对了，煤气瓶是装煤气用的，煤气通过管道，输送
到煤气灶里，打开开关点着火后，爸爸妈妈就可以用来烧饭
菜了。

二、帮助幼儿了解煤气的基本特征。

师：煤气的'用处大不大？

师：你能看到煤气、闻到煤气吗？



师：虽然煤气对人类地生活很有帮助，但是如果使用不当也
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因为煤气是一种有毒的气体，它遇到火
就会燃烧。它原本是无色无味的，工人叔叔为了防止人们在
使用时发生危险，在生产煤气时加进了一种臭味剂。当煤气
漏出时，人们一闻到臭味就会及时发现。

三、引导幼儿了解煤气使用不当对人带来的危害。

1、老师这里也有几则关于煤气泄漏或者使用不当引发的悲剧。
（播放视频）

2、那请问小朋友们我们要怎样正确使用煤气、避免发生以上
的危险呢？请你和旁边的小朋友讨论一下。

教师小结：触发煤气泄漏引发危险的行为有很多，水烧干了
忘关开关、煤气继续燃烧，引发爆炸。出门忘关煤气开关会
引发煤气泄漏，容易导致人中毒，严重的话也会发生爆炸，
总而言之，煤气开关一定要及时关闭，不乱动。

四、教育幼儿不乱动煤气开关，学会一些自我保护的方法。

1、师：那万一煤气泄漏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朱老师这里
有很多不同行为的图片，请小朋友们帮我来挑一挑哪些是正
确的行为呢？请你给正确的行为图片排一排序（幼儿讨论）

2、师：那我们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呢？首先，我们应该打开门
窗通风，然后关掉煤气开关，再次远离房屋立刻报警，最后
会有专业的工人叔叔来维修。

3、师：另外，在发现煤气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做什么呢？
（幼儿回答）开开关、打打火机、划火柴、使用电话、按门
铃、开灶头，因为这些行为都会有明火产生，煤气遇到火就
会燃烧、甚至爆炸。



五、结束活动。

师：今天我们学习了《煤气开关不乱动》，你知道了煤气泄
漏

预防煤气中毒班会篇四

教学目标：

通过教学让学生知道煤气对人的危害，并初步掌握煤气中毒
预防及急救措施及方法。

教学重难点：

初步掌握煤气中毒预防及急救措施及方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二、学习新课：

1、煤气中毒的季节和原因

(1)每年的冬天,人们烤火或用热水器洗澡的时稍不注意,就会
发生煤气中毒的现象。

(2)因为天气的问题，关闭所有窗户，导致空气不流通引发煤
气中毒。

(3)由于用户的忽略，导致煤气瓶的阀门没有关闭，从而引发
煤气中毒。 煤气中毒也叫一氧化碳中毒。煤气是煤炭在没有
充分燃烧时产生的，是一种看不见闻不到的有毒气体。人吸
入了这种气体以后，它很快和血液里的血红蛋白相结合，影



响了氧气的吸收。

a、如何预防煤气中毒 每到冬季，尤其是天气最冷时，总会发
生一些煤气中毒事件，伤及包括儿童在内的家庭成员。提醒
家长在使用煤球炉时，要提高警惕，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
以避免引起煤气中毒。

1、合理使用煤炉，装上烟筒并使其完整。

2、伸向窗外的部分要加上防风帽。

3、煤炉、烟筒一定要密封。白天用煤炉做饭时要打开窗户，
让空气流通。 4、2—3个月要清扫1次烟筒，以防烟灰堵塞烟
筒，影响煤气出路。

5、为了防止万一，可在家里安装1个换气扇。

b、怎样识别煤气中毒

1、轻度中毒。中毒者会感到头晕、头痛、眼花、全身乏力，
这时如能及时开窗通风，吸入新鲜空气，症状会很快减轻、
消失。

2、中度中毒。中毒者出现多汗、烦躁、走路不稳、皮肤苍白、
意识模糊、老是感觉睡不醒、困倦乏力，如果采取有效措施，
基本可以治愈，很少留下后遗症。

3、重度中毒。此时中毒者多已神志不清，牙关紧闭，全身抽
动，大小便失禁，面色口唇现樱红色，呼吸、脉搏增快，血
压上升，心律不齐，肺部有罗音，体温可能上升。极度危重
者可持续深度昏迷，脉细弱，不规则呼吸，血压下降，也可
出现高热40摄氏度，此时生命垂危，死亡率高。即使有幸未
亡，也会遗留严重后遗症。



c、煤气中毒的现场急救 当发现或怀疑有人出现一氧化碳中毒
时，应立即采取下述措施：

1、立即打开门窗通风，迅速将患者转移至空气新鲜流通处，
卧床休息，患者应安静休息，避免活动后加重心、肺负担及
增加氧的消耗量。

2、确保患者呼吸道通畅，对神志不清者应将头部偏向一侧，
以防呕吐物吸入呼吸道，导致窒息。

3、对有昏迷或抽搐者，可在头部置冰袋，以减轻脑水肿。

4、观察病人变化，对轻度中毒者，经数小时的通风观察后即
可恢复;对中、重度中毒者应尽快向急救中心呼救，在转送医
院的途中，一定要严密监测中毒者的神志、面色、呼吸、心
率、血压等病情变化。

5、中毒者呼吸心跳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

6、中毒者应尽早进行高压氧舱治疗，减少后遗症。 此外，
在现场抢救病员时，抢救者个人必须配戴有效的防护口罩或
面具，以防自身不测。

(四)、课后小结

1、 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同学门都基本掌握了什么是煤气中
毒，以及发生了煤气中毒该采取的措施。

2、让学生在思想上，意识上要懂的自我保护、提高应急、自
救与保护能力

3、提高日常生活的保护意思，从小事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减少安全隐患发生的频率。



预防煤气中毒班会篇五

让学生知道一些煤气中毒的有关知识，能在生活中防止煤气
中中毒的发生，保障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

一、事件引入。

20xx年12月2日凌晨，榆林定边县堆子梁中学四年级一女生宿
舍发生煤气中毒事件，12名女童中毒，11人死亡。12月12日
凌晨，住在马家峁村的一户人家发生煤气中毒事件，睡在屋
里的三代5口人，有4人死亡。全国各地煤气中毒事件也时有
发生，据统计，中国家庭每年由于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人数
排在交通事故和生产事故之后的第三位。

二、什么是煤气中毒呢？

煤气中毒，又称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是无色、无臭、无
味的气体，因此，容易被人们忽略而导致中毒。

三、一氧化碳中毒有哪些症状？

早期症状：一氧化碳中毒早期症状表现为：剧烈头痛、头晕、
心慌、面部潮红、口唇呈现樱桃红色、全身乏力、恶心、呕
吐、嗜睡、意识模糊、视物不清、感觉迟钝、幻觉等症状。
这个阶段如果能够识别中毒症状，使患者脱离中毒环境，可
以很快恢复。如果继续在中毒环境中，病情会进一步发展。

中度症状：中毒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意识丧失、昏迷、瞳孔
对光反射和角膜反射迟钝等症状。中毒症状：病情进一步加
重会出现重度中毒：深昏迷、瞳孔对光反射和角膜反射消失、
呼之不应、推之不动，这一阶段常伴有脑水肿、肺水肿、休
克等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极高。

四、常见的煤气中毒原因：



1、在密闭不透风的居室中使用煤炉取暖、做饭，由于通风不
良，供氧不充分，可产生大量一氧化碳积蓄在室内。另外含
碳的.燃料，如汽油、煤油、木炭等，在缺氧而不能燃烧时，
也可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引起煤气中毒。

2、家庭使用的煤气罐，如果漏气或开关不紧，均可使煤气大
量溢出，造成中毒。

3、门窗紧闭，又无通风措施，或使用旧风斗、或风斗过小或
安装高度不够。造成煤气排出不畅，也能引起中毒。

4、平房烟囱安装不合理，筒口正对风口，使煤气倒流。或遇
大风倒烟、烟筒被烟灰或其它东西堵塞等，煤气排不出或排
量少，大部分扩散在室内，也会发生煤气中毒。

5、气候条件不好，如遇刮风、下雪、阴天、气压低，煤气难
以流通排出，可能引起煤气中毒。

6、冬季在车内发动汽车或开动车内空调后在车内睡眠，都可
能引起煤气中毒。

五、发生一氧化碳中毒怎么办？

1、自救方法：如在使用煤炉、炭盆取暖或使用石油液化气热
水器洗澡时，有感到头晕、胸闷的症状时，要尽快打开门窗，
脱离现场。若感到全身乏力不能站立时，可在地上匍匐爬行
（一氧化碳比空气轻），迅速打开门窗逃生，同时呼救。

2、急救他人方法：当发现或怀疑有人出现一氧化碳中毒，在
救护人员赶到前采取一些急救措施，将可能极大地减少伤亡。
应立即采取下述措施：

（1）救护人配带有效的防护口罩，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伏
入室，关煤气，禁用明火和开关电器以及一切可能产生火花



的行为。

（2）应尽快让患者离开中毒环境，并立即打开门窗，流通空
气。

（3）患者应安静休息，避免活动后加重心、肺负担及增加氧
的消耗量。

（4）松解衣扣，保持呼吸道通畅，清除口鼻分泌物，保证患
者有自主呼吸，充分给以氧气吸入。

（5）神智不清的中毒患者必须尽快抬出中毒环境，在最短的
时间内，检查病人呼吸、脉搏、血压情况，根据这些情况进
行紧急处理。

（6）中毒者呼吸心跳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

（7）呼叫120急救服务，急救医生到现场救治病人。

（8）病情稳定后，将病人护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

将炉子灭掉；尤其在冬季的雨雪、阴天或者气压低的天气里，
要注意及时清扫烟囱，保持内部通畅，并要经常开窗通风。

六、总结

大家学到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