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安全教育宣传第二站，面对面传授医疗小知识

救出溺水者，现场可这样急救
本报聊城 8 月 9 日讯

(记者 焦守广 李璇
通 讯 员 柴 建 民 邵 春
梅 ) 9 日上午，本报联合
聊城市 120 急救指挥中心
开展的“守护生命，安全教
育走基层”活动，第二站来
到东阿县牛角店乡，现场
为 村 民 讲 解“ 野 泳 ”的 危
险，并传授了一些急救小
常识。

9 日 上 午 9 点 半 左

右，工作人员赶到东阿县
牛角店乡后，摆放出精心
制作的宣传展板，内容是
本报近年来的一些溺水事
故报道，一张张触目惊心
的照片，一个个让人心痛
的事故，很有警示意义。

见过往路人纷纷围了
上来，东阿县人民医院急
诊科医生田东和护士宋清
华赶忙拿出安全教育宣传
材料，发放给现场的村民。

今 年 1 0 岁 的 汪 锡 宁 和 8
岁的王瑞雪两位小朋友从
人 群 中 钻 到 前 面 ，“ 真 可
怕，我爸爸给我说过不能
随便下水，我不会游泳，虽
然知道哪里可以游泳，但
我是不会下水的。”听到哥
哥说的话，旁边的小瑞雪
也附和着点点头。

“落水了救上来之后，
该咋救啊？能不能教教俺
们？”一些村民看到有安全

宣传，便纷纷向宣传人员
请教。田东表示，溺水后一
般会有大量水或泥沙等异
物进入肺和胃中，时间长
了就会窒息死亡。救出溺
水者后，应首先拨打 120
急救电话，然后清理口、鼻
腔内的异物，保持呼吸道
通畅。如果溺水者心跳停
止，应立即对其进行人工
呼 吸 和 胸 外 心 脏 按 压 复
苏。说完这些，田东现场演

示了具体急救方法。
另外，田东还向村民

传授了一些医疗小知识，
比如磕破腿后，宁可多流
点血，也不能用湿毛巾擦
拭伤口，否则容易引发感
染。“家里有条件的，最好
用棉球沾酒精擦拭伤口，
然后用消毒的卫生纱布包
扎。如果骨折，千万不能乱
动，否则会造成第二次伤
害，特别是腰部及颈部，会

造成神经损伤。”
听完田东的讲解，现

场村民纷纷伸出大拇指，
夸赞活动搞得好。“我觉得
这 样 的 活 动 应 该 多 搞 一
些，遇到有人落水，咱还真
不知道咋办。”村民许先生
表示，他孩子十分调皮，放
假后经常下水游泳，管都
管不了，他一定得把安全
教育材料拿回家给孩子看
看。

9 日上午，急救医生现场告诫小朋友远离野泳。 本报记者 李璇 焦守广 摄

由于乡村多洼地、池
塘，农村不少孩子都有夏天

“野泳”的习惯。田东表示，
中小学生为溺水事故的多
发人群，应引起家长注意。

“高温下人的体温这
么高，突然跳入冰凉的水
中，肯定会出问题。”田
东介绍说，夏天水面温度

高，底层水温比较低，跳入
水中之后，人一般会出现腿
抽筋等症状，加上对周围水
域情况不了解，就算在河边
浅水处也容易出事。

田东表示，他作为急
诊科的医生，多年来遇到
的溺水事故一般以 15 岁以
下的中小学生为主。“他

们一方面是心智不成熟，
对周围事物考虑不周全，
不顾及后果。另一方面是
胆小，看到别人落水，有
的 孩 子 甚 至 不 会 喊 人 来
救，反而跑回家藏起来，
什么都不说。”

“其实，主要防范人
群应该是农村的未成年孩

子，农村的家长要多多注
意，要多告诫孩子。有些
家长不仅不以身作则，反
而带孩子下水游泳，这很
不好。”田东说，到了七
八月份，村民忙于下地干
活，孩子在家没人管，可
能就会结伴去游泳。
本报记者 焦守广 李璇

新闻延伸》 中小学生成溺水事故多发人群

本报聊城 8 月 9 日
讯 (记者 李璇 焦守广

实习生 王川 ) 9 日
上午，针对现场群众咨询
的 问 题 ，专 家 特 别 提 示
说，老人与酒后人群不宜
下水游泳，否则容易出现
事故。

9 日上午，在本报安
全教育活动现场 ,展出的
多幅溺亡事故展板，回顾
了去年暑假中因野泳发
生的一幕幕惨剧，让众多
围观村民震惊不已。同时
不少村民也现场咨询，表
示天气炎热时，家中老人
喜欢去河塘游泳，有些人
喝完酒后也会下水纳凉，
不知是否合适。

“老人与喝完酒的人
群并不适宜下水游泳。”
东阿县人民医院急诊科
的主治医师田东介绍说，
人在饮酒后心跳加快，神
经处在兴奋状态，已经加
重了心脏负担。如果此时
下水游泳，遇到冷水血管
会收缩，造成不良刺激，
心脏更是超负荷，此时，
有心脏及脑血管病史者
易引发旧疾。

田东说，由于游泳会
消耗大量体力，加重心脏
负担，易引发心脑血管方
面的疾病，因此也不建议

老人游泳。老人在室外河
沟中野泳极易发生危险，
尤其是在不了解地势、水
质、地貌等情况下，更易
造成自身伤害。老人如想
下水纳凉，可以选择一些
室内游泳场馆，在一些温
泉泳池中浸泡有助健康，
但老人宜泡不宜游，不适
宜剧烈运动。

“天气炎热时，老人
的抵抗力降低，要适度饮
水 ，尽 量 避 免 暴 晒 和 劳
累，同时老人情绪控制力
差，不宜过喜过悲。”田东
说，老人呆在空调房中的
时间不宜过长，尤其是患
有关节痛和风湿病的老
人更应注意。同时老人冲
澡时间应控制在 30 到 40
分钟以内，水温适中，
有些老人喜用热水，但
水温过高易造成轻微烫
伤及加重心脏负担，易
引发心脑血管病症突发
等意外。

田东表示，天热应注
意防暑，建议多喝一些咸
汤，补充盐分。老人不适
合剧烈运动，可在早晨适
当 散 步 。如 身 体 出 现 不
适，建议去医院检查或找
专业医生咨询，最好不要
自我诊断后就直接去药
店买药。

特别提示>>

老人与酒后人群

不宜下水游泳

本报聊城 8 月 9 日讯 (记
者 王尚磊 实习生 沈慧
敏 马莹) 梳理城区近 3 年
来发生的溺亡事故可以发现，
城区有 6 处危险水域曾夺去
过野泳者的生命。值得注意的
事，在惨剧发生后，仍有人抱
着侥幸心理下水野泳。

记者从聊城市 120 急救中
心获悉，今年暑假以来，全市发
生的溺水事故多达 20 多起，其
中至少有 10 人因野泳身亡，而
且多数是未成年的孩子。

记者梳理最近 3 年来城
区发生的溺水事故发现，这些
溺水者中有高中生、有已为人
父的中年男子，他们漠视警示
标志，在不熟悉水域环境的情
况下，冒险导致悲剧发生。

通过粗略统计，自 2009 年
至今，城区因野泳导致的溺水
事故有近 10 起，根据这些事
故发生的次数，记者发现，东
昌湖发生的溺水事故最多，其

次是运河内。就溺水事故发生
的地点来看，城区有 6 处较为
危险的野泳点。

这 6 处夺命的野泳点分
别为东昌湖东升桥北侧的水
域、运河博物馆南侧的东昌湖
水域、闸口桥附近的运河水
域、向阳路与双力路路口附近
的运河水域、东城墙和东关街
附近的水域和镜明路南侧水
域。

水城集团综合治理大队
工作人员介绍，东昌湖平均水
深 3 米，最深处 7 米多，湖底
坑洼不平，水草很多。因不在
规定水域游泳，游泳者摸不清
深浅，不熟悉湖底情况，有的
人下水后腿被水草缠住，有的
人会被水下残留的铁钩挂住，
东昌湖每年都会淹死人。

该工作人员还提醒说，在
东昌湖中野泳除发生以上危
险外，潜泳的人还容易和游船
相撞，发生溺水事故。

记者调查>>

城区有 6 处危险水域曾淹死人
惨剧发生后，仍有人抱着侥幸心理下水野泳

2009 年 6 月 26 日 11

时许，在聊城市闸口桥附
近，一名男青年跳入运河
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2010 年 6 月 11 日，一
名 10 岁男孩不慎从陈口
桥上跌入徒骇河。

2010 年 6 月 19 日，在
聊城一中西校附近运河水
域，市民发现一具溺水身
亡的男子。

2011 年 7 月 12 日下
午，在市区双力路和向阳
路路口附近的运河，一男
子下水游泳溺水，抢救无
效身亡。

2011 年 7 月 24 日下
午 4 时许，在向阳路与双
力路路口附近的运河边，
一名 40 岁左右男子游泳
时不幸溺水，幸被人及时

发现，被救上岸。
2011 年 8 月 9 日晚 8

时，在运河博物馆南侧的
东昌湖水域，一名男子下
水游泳不幸溺亡。

2011 年 8 月 24 日下
午，在东升桥附近东昌湖
禁游区，淹死一名野泳的
小伙。事发水域深两三米，
水底坑洼不平。

2012 年 7 月 19 日晚
9 时许，在香江光彩大市
场二期西端的运河里，一
名 19 岁的青年男子在河
内游泳不幸溺水身亡。

2012 年 8 月 8 日下
午，一名 18 岁的准高三生
在东昌湖东升桥北侧的水
域游泳时不幸沉入水底，
被打捞上岸时已经溺水身
亡。

部分溺水事件回顾

溺水事故常发水域示意图。 制图 边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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