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8 身边 2015年1月6日 星期二 编辑：陈熹 美编：晓莉 组版：韩舟>>>>

一一年年前前全全家家中中毒毒被被救救，，昨昨又又中中招招
济南一低保户家庭两度与死神擦肩，出院后仍想烧完剩下的煤

本报记者 韩笑 实习生 卢丹

5日上午，记者在济南市中
心医院了解到，医院一上午就送
来了六七个煤气中毒的患者。

当天上午9点，家住车站前
街的张先生一家正在高压氧舱
接受治疗。张先生的父亲介绍，
儿子家里买了电暖器，但是为
了省电费，很多时候还是烧炉
子取暖，不料出了意外。

4日晚，张先生被身边的妻子
吵醒，迷糊中发现妻子在不停呕
吐，1岁多的孩子昏睡在一旁。

“炉子上漏了个黄豆大小的
洞，不知道是不是造成煤气泄漏
的原因。”张先生的父亲说。

据专家分析，煤气中毒集中
发生与天气突变、风向转变及燃
烧蜂窝煤不完全等原因有关。

因为冬天多刮北风，大部
分市民家里的烟筒朝南，一旦
刮起南风，烟筒内的烟容易倒
灌，本来应从室内排放到室外
的烟被风吹回室内，造成一氧
化碳中毒，风力越大，烟筒倒灌
越严重。

医生认为，中毒可通过收
听天气预报避免：如气压较低、
天气暖湿、气温回升或刮东南
风、西南风等偏暖风向时，使用
土法燃煤取暖的居民，务必更
加小心谨慎，保证室内空气流
通，以防煤气中毒。

相关链接

土法取暖

要“防”南风

一年前中毒

快递员救了一家三口

济南经四路291号的一
处平房，一些简单家具让10
平米的房间显得更加逼仄。
十几年来，65岁的于大爷和
女儿就住在这里。

“去医院吸了氧，感觉
没事就回来了。”于大爷的
女儿则急着上班，吸氧后
直接去单位了。本来就收
入不高的女儿，不想因为
身体不适请假。此时，于大
爷居住的“外屋”，煤仍在
燃烧。

这已经不是于家第一
次遭遇一氧化碳中毒了。

2014年的1月9日，同样
的事件也发生过。“很感谢
那位快递员当初救了我们
一家，那一次真的太危险
了。”据于大爷回忆，当时
那 位 叫 做 罗 光 进 的 快 递
员，正巧到于家送快递，由
于迟迟敲不开门，罗光进
透过窗户看到于家屋里烟
囱冒着很大的黑烟，当即
招呼邻居一起帮忙，破门
而入。看到躺在地上的于
大爷和老伴、女儿，闻到了
屋内很呛的煤气味，罗光
进 立 即 掏 出 手 机 拨 打 了
120急救电话，几分钟后，
1 2 0急救车将于大爷一家
三口送去了医院。

此后，燃煤炉子就闲置
了，一堆剩下的燃煤堆在一
角。于大爷那时候说，不敢
再烧了。

“运气不好”，

刚烧七八天又出事了

说是不敢烧了，大概七八
天前，觉得天冷的于大爷，忍不
住又点起了炉子。

“去年剩下的蜂窝煤还能
烧二十来天。我琢磨着烧完这
些，天气也就暖和起来了。”于
大爷哀叹着“运气不好”，“谁知
道刚烧了七八天就又中毒了。”

4日晚上7点多，于大爷像
往常一样早早睡下了。屋里没
有暖气，又要降温，他便关闭了
门窗，点上了蜂窝煤。

“凌晨2点左右我醒了，觉
得有点冷，下床把炉子下面的

盖子抽开了一点。”伴着蜂窝炉
散发的微弱热气，他又睡了一
个小时左右。“这时炉子上的水
开了，我想下床把水壶提下来，
没想到脚刚着地就一阵眩晕。”

“我一下就倒在了地上，头
脑清醒，但是动弹不得。”这时是
凌晨4点左右。发现睡在里屋的
女儿也没动静，感觉不好的于大
爷努力地去拿手机。足足到凌晨
5点，于大爷才挪腾到了床边，摸
到床头上的手机拨打了120。

幸运的是，二人这次中毒
并不严重，在医院高压氧舱吸
氧后，二人就离开了医院。

“把剩的煤球点完，就不再
烧了。”这个每月低保460元的
老人，在中毒两次后，还是舍不
得剩下的煤。

去年1月9日煤气中
毒幸得快递员救命的情
形仍历历在目，时隔一
年的1月5日，低保户于大
爷和女儿再次因烧煤取
暖一氧化碳中毒。所幸，
及时求助120后，父女俩
并无大碍。

去年中毒后，于大爷
并未改进炉子管道。这次
出事后仍想着烧完剩下
的蜂窝煤，不能浪费。

文/片 本报记者 韩笑
实习生 卢丹

“等把剩的煤球点完，就不再烧了。”于大爷坐在床边，望着炉子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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