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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孩子都年仅2岁，两个孩子目前都有生命危险

“近半个月内已经有6名孩子坠
楼。”毓璜顶医院神经外科程吉勇医
生介绍说，神经外科半个月内接诊了
6名从高楼坠落的孩子，情况大都比
较严重。程吉勇告诉记者，医生在治
疗的时候，感受特别强烈，看到可爱
的孩子要承受巨大的痛苦时，特别让
人心疼。

程吉勇告诉记者，在此前的4个
孩子当中，有一人死亡。程吉勇说，高
空坠落受伤的很多是小孩子，因为他
们缺乏应有的防范意识，趁家人不注
意，就会发生危险。

半个月内已有
6名儿童坠楼

“对于从高楼坠落的儿童，很多
市民为了给孩子赢得抢救时机，会选
择自己送医。”烟台毓璜顶医院神经
外科医生修春明告诉记者，市民如果
自己送医，一定要掌握一些基本急救
常识。

修春明告诉记者，遇到坠楼受伤
的儿童，家长应该注意防止造成二次
伤害，对后期治疗造成困难。修春明
介绍说，根据坠楼情况不同，一般会
造成颅内骨折，脑部出血，或伴有四
肢骨折或是脊柱损伤。

修春明介绍说，“一定要注意保
持呼吸道通畅，防止误吸入呕吐物。”
修春明告诉记者，如果是家人自己送
医，过程中要保持儿童平卧，头侧放。
对于脊柱和四肢损伤的患者，要平托
着孩子身体，移动时最好是平移、平
抬。

家人送医时
应注意保护孩子

28日中午12点多，记者接到热线
称，毓璜顶医院收治了一名坠楼的2

岁男童，情况十分危险。记者赶赴医
院采访时了解到，就在两个小时之
前，市区还有一名2岁男童坠楼，不到
三个小时，接连发生两起坠楼悲剧。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很纠
结，看到两个孩子的家人围在一起，
担心着孩子的生命安危、承受着痛
苦，实在不忍去了解更多东西。在向
孩子的家人了解基本事实后，记者一
直在旁边关注着孩子伤情的进展。

两个孩子出事，两家一共来了20

多个家人，这么多人都为孩子的伤
势揪心。看到孩子父母悲痛的表情，
真心期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

本报记者 王永军

让我们远离
这种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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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抢鲜看

男童坠楼

相关链接

本报7月28日讯(记者
王永军) 28日，烟台市区接
连发生两起悲剧，三个小时
内，两名2岁男孩不慎从楼
上坠落。从4楼坠落的小亮
情况比较糟糕，存活几率渺
茫。从5楼坠落的小明需要
做手术且风险很大，目前仍
未脱离生命危险。

28日上午10点左右，毓
璜顶医院急诊科送来一名
小伤者，情况很危险。2岁的
小明不慎从西南河路附近
一栋楼的5楼坠落，被家人
紧急送往医院急救。仅仅相
差两个多小时，急诊科在12

点多又来了一名从4楼坠落
的2岁男孩小亮。

下午2点，在毓璜顶医
院6楼神经外科病房外，记
者见到了小亮的家人。十几
名家人站在楼道内，表情都
很痛苦。小亮的妈妈坐在楼
梯转角的地方，已经哭成了

泪人，几度昏厥，嘶声裂肺
地呼喊着孩子的名字，有几
位家人在一旁不停劝慰着。
小亮的爸爸也哭红了眼睛。
期间，他还一度跪在妻子旁
边，与妻子相拥而泣。

“事情太突然了，大家
都难以承受。”小亮的爷爷
告诉记者，小孩子特别可
爱，和他的感情也特别深，
没想到在家里出了事。小亮
爷爷介绍说，今天是周末，
大家都在家里聚会，一个没
注意孩子就爬上了窗户，结
果从4楼坠落。

通过小亮家人间的交
流记者了解到，小亮坠落的
窗户平常是紧闭着的，也没
有安装防护网，不知怎么的
突然间就发生了悲剧。下午
3点左右，小亮从神经外科
病房转到重症监护室进行
治疗。

在重症监护室门口，记

者见到了另一名坠楼男孩
小明的家人，小明的父母和
家人都蹲坐在地上，神情很
痛苦。小明的一位伯父告诉
记者，小明一家租住在西
南河路的一栋楼上，中午
的时候，孩子不慎从5楼坠
落。

“两个孩子当中，小亮
的伤势更为严重，存活几率
渺茫。”毓璜顶医院神经外
科修春明医生介绍说，小亮
脑干损伤，蛛网膜下腔出
血，还伴有硬膜下出血的症
状，情况特别危险，目前还
在重症监护室接受进一步
治疗。

修春明说，小明脑部出
血，颅骨骨折，需要进行手
术，但是手术的风险较大，
愈后情况一般也不是很好。
现在情况还不能确定，仍未
脱离生命危险。

奖励线索人刘女士100元

孩子对危险没概念，缺乏自我保护能力

对于近来接连有孩子
不慎坠楼的情况，环海幼儿
园老师童新杰认为，现在的
孩子大都是独生子女，一生
下来就有很多大人看护，孩
子本身缺乏安全方面的教
育。而小孩子天生有攀爬的
天性，不少孩子对高度没有
恐惧感，认识不到高处的危

险，也没有自我保护能力，
家长一个疏忽就容易出问
题。

除了攀爬之外，家中带
电的插座、裸露的电线、尖
锐的刀具和玻璃器皿、茶几
桌角等，都可能给孩子带来
伤害。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

家长除了要加强对孩子的
看护之外，应该从小就加
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让
孩子对危险有一定的预测
性。家长应该从孩子很小
的时候就让他们知道，什
么样的东西会给他们造成
危险，并让孩子学会远离
这些危险。

存在监护盲区，家长一疏忽容易出现危险

据 有 关 媒 体 统 计 ，
2008年至2013年全国公开
报 道 的 5 0 起 儿 童 坠 楼 事
件，有29起是6岁及以下儿
童，有23个案例发生时，孩
子独自在家。

对此，环海幼儿园老
师童新杰说，即使小孩子
懂得对危险的预测，在孩
子很小的时候，家长也不
要将孩子独自留在屋内，

尤其不能反锁家中，否则
很容易给孩子带来危险。

“照看好孩子是做父
母最起码的责任。”一位儿
童教育专家表示，现在不
少儿童安全事故的最大隐
患就是监护人的缺席。每
一起儿童意外伤害事件的
背后，总有监护盲区的存
在。这位专家说，国内虽然
没 有 明 确 的 法 律 法 规 规

定，不能让 1 2岁以下的孩
子无人陪伴，但作为父母，
对孩子的安全一刻也不能
放松。

此外，童新杰还建议，
有小孩子的家庭，都应该
在阳台、门窗等处安装防
护网或其他保护装置，并
定期检查。此外，窗台附近
尽量避免防止能攀爬的椅
子、沙发、床等物品。

据悉，美国法律规定，
不得将12周岁以下儿童单
独留在家中。河南省未成年
人保护条例也规定，父母不
得将未满7周岁的孩子长时
间单独留在家中。而在记者
的采访过程中，也有不少烟
台市民呼吁在未成年人保
护条例中引入类似规定，建
立监督的机制，由相关部门

及时给予干预。
对此，山东省信谊律师

事务所的刘昌辉律师认为，
不得将儿童单独留在家中的
规定听上去确实不错，但可
操作性比较差。刘昌辉说，国
内还有很多留守儿童，父母
及家人都要出去赚钱养家，
有时候迫不得已只能让孩子
单独在家。即使做出了这样

的法律规定，可一旦父母违
反规定，如何处罚才能不累
及孩子，这也是个问题。

因此，建议父母在外出
时，最好指定人来监护未成
年的儿童，可以让亲戚朋
友、社区或者学校代为履行
监管职责，解决在职家长工
作日无法看护孩子的难题。

本报记者 苑菲菲

禁止儿童单独在家能否入法

记者手记

延伸阅读

小明家人围在一起，听医生介绍病情。本报记者 王永军 摄

家 长 工 作 在
外，孩子放假在家，
但是，家并不是保
险箱，近半数的伤害
就发生在家里。我们
防不了孩子们的好
奇心，但可收好家中
的危险物品；我们无
法时常陪伴，但可教
会孩子们自我保护。

烫伤

暑期是烫伤的
高发期，据统计这是
1-4岁儿童意外伤害
的第三大致命原因，
超过40%的儿童意外
伤害发生在家中。

摔伤

跌倒也是造成
暑期儿童伤害的主
要原因，尤其容易
在玩耍中滑倒、坠
落，甚至会由于家
长疏于看护而发生
坠楼。

据有关媒体
统计，2008年至2013

年全国公开报道
的 5 0起儿童坠楼
事件，有29起是6岁
及以下儿童，有23

个案例发生时，孩
子独自在家。

误食

夏天里食物
容易发生腐败，据
卫生部公布，2012

年全国食物中毒
近7000人，小儿也
是中毒的主要群
体。暑假居家尤其
注意防备误服药
物，有的孩子会把
带有甜味糖衣的
药误当成糖果吃，
或把颜色鲜艳、有
芳香气味的水剂
药物、化学试剂当
成饮料喝而引起
中毒。

触电

我国每年因
家用电器造成触
电死亡的人数不
在少数。暑期孩
子在家的时间增
加，尤其要注意
电 器 的 使 用 安
全。

阳台栏杆设计
要防儿童攀登

记者了解到，国内最新版《住宅
设计规范》规定，室内防护栏包括阳
台栏杆设计应采用防止儿童攀登的
构造，栏杆的垂直杆件间净距不应大
于0 . 11米。

有报道称，美国对高层住宅窗户
的设计标准非常严格，窗户必须不能
完全打开，能开的窗户打开后只能开
到10厘米，因为小孩子的脑袋直径大
于10厘米，这样可以保证孩子的安全。
而栏杆间竖条间距，也在10厘米以内。
此外，新加坡的高层住宅，窗户开合度
要求不超过45°，以保证安全。

本报记者 苑菲菲

儿童安全事故

家长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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