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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3

男子心脏骤停 20分钟后获救
办住院手续时突然倒地猝死，电击抢救死而复生

本报 5 月 9 日讯(记者 马媛

媛)9 日上午，一名男子感觉心脏

不适后独自去医院就诊，不料在

办手续途中心脏骤停，并持续长

达 20 多分钟。幸运的是，由于抢

救及时，半个小时后，男子死而

复生。

9 日上午，正在单位上班的

王先生感到心脏有些不舒服，于

是自己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随

后，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 120 急

救车将王先生接到医院的急救中

心。经急诊医生诊断，王先生患

有心肌梗塞，需要住院治疗。然

而，就在办理住院手续，从急诊

室走向病房楼的过程中，王先生

突然倒地不起，医院工作人员检

查后发现，王先生的心脏竟然停

止了跳动。

接诊的医生告诉记者，当时

王先生独自一人到医院，没有家

属陪同。事发后，医院急救医生

和心血管内科的专家立即对其进

行抢救，与此同时联系了王先生

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家属。当时参

与抢救的杨明信主任告诉记者，

在抢救的半个小时里，医生对其

进行了四次电击，最后王先生奇

迹般地恢复了心跳，等家属赶到

医院时，患者已获救。杨主任

说，心脏停跳 20 分钟后生还的患

者非常罕见。

鬼门关走了一遭的经历让王

先生感到后怕。王先生说，他今

年 45 岁，平时就有心痛的毛病，

但自己从没有当回事。心脏一不

舒服，他就到门诊拿点药，可是

吃药也并不规律。这次也是他第

一次到医院看病，没想到差点把

命丢了。

经过及时治疗，到 9 日下午，

王先生的病情明显好转。参与急救

的心内科杨明信主任告诉记者，王

先生非常幸运，病发时正好在医

院，没有耽误抢救时间，一般情况

下，患者病发后的三分钟内，是抢

救的黄金时间，错过这个时间，获

救的机会就渺茫了。

45 岁左右男性最易猝死
工作压力大成主要原因

本报 5 月 9 日讯(记者 马

媛媛)9 日，记者采访潍坊心脏

疾病专家了解到，45 岁左右的

男子发生猝死的几率最高，其中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工作压力大，

其次，饮食不规律导致的“三高”

人群猝死几率也非常大。

潍坊市人民医院心内一科

的张爱元主任介绍说，医院接

诊的发生猝死的患者中， 45 岁

左右的男子是主要人群，其中

多数患者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工

作压力大，除了压力造成的情

绪问题容易引起心脏疾病外，

这一时期，有基础疾病的人群

只要遇到过度疲劳等诱因，就

容易产生严重后果，甚至出现

猝死。

张爱元主任说，很多人家

族中没有心脏病史，但是后来

却患上心脏病，其中主要原因

就是巨大的工作压力会使人长

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而过

度疲劳和精神紧张会使机体处

于应激状态，使血压升高，心

脏负担加重，使原有心脏病加

重。

“ 45 岁左右的办公室男子

最应提高警惕”，张爱元主任

认为，之所以把 45 岁作为发生

猝死的一个分水岭，主要由于

45 岁时人体的各个机能发生了

改变，人体内的雄性激素降

低，雌性激素上升。工作压力

大、加班工作、疲劳工作、饮

食不规律导致身体其他器官也

发生病变，引起“三高”，同

时也加重了心脏的负担。就女

性而言，发生猝死的几率远远

低于男性，这与工作压力较小

有很大关系。

张爱元主任说，市民应该

控制工作节奏和工作时间，不
可过快过长。每天有一定的休

息和放松时间，缓解疲劳和精

神紧张，使心脏及各脏器功能

得以恢复，避免发生猝死。

相关链接 >>

如何预防猝死？

一是坚持每天运动。这样能

提高心肌收缩能力，增强机体免

疫力，加快新陈代谢，推迟神经

细胞的衰老。

二是保持心情舒畅。烦闷、

焦虑、忧伤等不良情绪是产生疲

劳的内在因素，因此必须学会调

节生活，多与人沟通交流，经常

保持愉快的心情。

三是适度休息。疲劳是一种

信号，它提醒机体已经超负荷

了，应停止工作。最后是每年体

检。用人单位应每年安排职工体

检。通过体检，及时发现高血

压、高血脂、糖尿病、冠心病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