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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C03

“安全小手册，我也要一本！”
预防煤气中毒，本报联合市 120 入户宣传受市民热捧

本报聊城 11 月 20 日讯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柴
建民 殷广平) 入冬以来，
全市发生多起煤气中毒事
故。20 日上午，本报联合聊城
市 120 急救指挥调度中心，
入户为居民讲解预防煤气中
毒知识，不少居民争相领取

《安全手册》。
“我也要一本，看看煤气

中 毒 有 多 厉 害 。”2 0 日 上
午，本报联合市 120 急救指
挥中心在泊庄北街入户宣
讲预防煤气中毒知识，不少
居民上前索要《安全手册》，
一些路过市民也停下车过
来听讲。

记者了解到，泊庄北街
两侧是平房区，住有 200 多
人，其中多数是老年人和租
住在此的年轻人，几乎家家
户户都使用煤炉取暖。在活
动现场，一位老先生蹬着三
轮车拉了一车蜂窝煤，他停
在路边，赶过来听急救中心
工作人员讲解预防煤气中毒
的知识。随后这位老先生把
工作人员带到他家的院子
里。

这位老先生说，他是房
东，他的院子里还住着几名
房客，屋里都生着煤炉，让这
些房客听听讲解，也领本《安
全手册》看看。

“这几天儿子忙，家里的
炉子还没安装烟囱，我得赶
紧让儿子回来。”一位老太太
领取《安全手册》后对工作人
员说，她屋里有煤炉，晚上担
心煤气中毒就开点窗子。对
此，工作人员劝说这位老太
太马上安装烟囱，并给她讲
了煤气中毒的后果。领取《安
全手册》的居民表示，这个小
本子内容很丰富，除了预防
煤气中毒知识外，还有安全
用电、防火、急救常识等知
识，很实用。

在入户讲解时，工作人
员发现有的住户家中的烟囱
没有安装风斗，不少人租住

在不到十平方米的屋内，煤
炉紧挨着床。对此工作人员
提醒，居民在安装炉具前，应
认真检查炉具是否完好无
损，烟囱有无破损漏洞和堵
塞；烟囱接口处最好用胶带
密封，室内比室外略高，伸向
窗外的部分要加上防风帽；
窗户和烟囱通过的房间必须
安装风斗，同时尽量避免烟
囱迎风安装，否则可能造成
一氧化碳倒流。

市民如想获得《安全手
册 》可 拨 打 本 报 新 闻 热 线
8451234，到兴华路和向阳路
交叉口齐鲁晚报《今日聊城》
编辑部领取。

本报聊城 11 月 20 日讯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马
新华) 19 日上午，聊城接连
发生两起煤气中毒事故，三
人住进医院接受治疗。

19 日上午 7 时，聊城市
建设东路一个胡同内，一名
居民拨打 120 报警，称有两

人煤气中毒。接警后，聊城
市肿瘤医院的急救车赶到现
场，把两位煤气中毒患者接
到医院。

报警者介绍，这两人家
中使用的是煤炉，早上起床
时，两人感觉身体不适，才
意识到煤气中毒了。

当天上午 9 时左右，聊
城市 1 2 0 急救中心接到报
警，派急救车赶到阳谷县北
环孙庄救治一名煤气中毒患
者。

随后，这名患者被送进
阳谷县中医院接受治疗。急
诊医生介绍，这名患者家中

使用的也是煤炉。
聊城市 120 急救中心工

作人员提醒，入冬以来，几
乎每隔一两天就有煤气中毒
事故发生，希望广大居民使
用煤炉取暖时一定要谨慎，
注意通风，避免事故再次发
生。

一上午连发两起煤气中毒
三人住进医院接受治疗

误区一：冷水泼一下脸就会醒

寒冷的刺激不仅会加重患者缺氧
的状况，更会导致末梢循环的障碍，
诱发休克和死亡。因此，发现煤气中
毒，把患者搬出中毒环境以后一定要
注意保暖，并迅速拨打 120 呼救。

误区二：有臭渣子味就是煤气

一些劣质煤炭燃烧时才有股臭
味，会引起头疼头晕。而纯煤气是一
氧化碳气体，是无色无味的，是碳在
不完全燃烧的情况下生成的；煤气罐
里的煤气之所以会有臭味，是因为在
煤气罐充气时已经在煤气里添加了一
定量的臭味气体，如硫化氢等，刺激
的臭味会提醒人们注意是不是有煤气
泄漏，是一种“警示气体”；而直接
燃烧煤炭时产生的一氧化碳就没有气
味了，这样的情况更加危险，人会在
完全没有警示的情况下中毒。

误区三：放清水可预防煤气中毒

科学证明，一氧化碳是不溶于水

的气体，放盆清水要想预防一氧化碳
中毒是错误的，关键还是门窗不要关
得太严或安装排气扇、一氧化碳报警
器，保持透气良好和警觉性才是最重
要的。

误区四：煤气中毒醒了就没事

煤气中毒患者必须经医院的系统
治疗后方可出院，一般都要接受高压
氧治疗；已经有并发症或后遗症者，
在出院后还应口服药物或其他对症治
疗，重度的煤气中毒患者需一两年才
能完全治愈。

保证通风是预防煤气中毒的首
选，特别是沐浴的时候，排气扇一定
要开，如果有条件可以选用电热水器
替代煤气热水器减少煤气中毒的可能
性，但同时也要注意用电安全；对于
不得不使用煤气或煤的市民，一定要
保证室内通风，还可以选择在煤气炉
或者常用煤的室内安装一氧化碳报警
器，以便及早发现室内一氧化碳超
标，避免一氧化碳中毒。

认识煤气中毒

别陷四大误区

本报联合
市 1 2 0 急救中
心穿街走巷向
市民讲解安全
取暖，预防煤
气中毒。图为
20 日市民在领
到 《 安 全 手
册》后仔细阅
读。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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