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刚转冷，煤气中毒又上演
仅 10 月 28 日至 10 月 30 日，三天时间就发生了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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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屋内用煤炉不
装烟囱，或是装了烟囱
但却堵塞、漏气。

2 、狭小的室内用
炭火锅涮肉、烧烤用
餐，而门窗紧闭通风不
良。

3 、燃气热水器安
装使用不当发生泄漏。

4 、自制土暖气取
暖，虽与煤炉分室而
居，但发生泄漏、倒风
引起煤气中毒。

5 、市民使用管道
煤气，如果管道漏气、
开关不紧或烧煮中火焰
被扑灭后，煤气大量溢
出。

6 、冬季在车库内
发动汽车或开动车内
空调后在车内睡眠，
都 可 能 引 起 煤 气 中
毒。

7 、在洗澡间里摆
放煤炉取暖，洗澡时发
生煤气中毒。

本报记者 王尚磊

本报聊城 10 月 31 日
讯 (记者 王尚磊 通讯
员 贾思源 ) 记者从市
120 急救中心获悉，今年
10 月 28 日至 30 日，全市
发生 2 起煤气中毒事故，
煤炉取暖的安全警钟再
次敲响。2011 年冬季共发
生煤气中毒事故 828 起，
十多人抢救无效身亡，令
人惋惜。

“天才刚刚冷，又有
人煤气中毒了。”10 月 31
日，聊城市 120 急救中心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0 月
28 日至 10 月 30 日，三天
时间发生了两起煤气中
毒事故，幸运的是，中毒

的患者并无大碍。根据事
后电话回访，急诊医生了
解到，这两起煤气中毒的
事发地点都在平房内，而
且都是在屋内使用了煤
炉。

聊城市 120 急救中
心统计结果显示，去年 11
月份至今年 3 月份，5 个
月的时间就发生煤气中
毒事故 8 2 8 起，其中数
十人因抢救无效离开人
世。去年冬季，平均每天
就 有 5 人 发 生 煤 气 中
毒。

“有的一家三口在
睡觉时煤气中毒，就是
因为没装烟囱。”市 1 2 0

急 救 中 心 工 作 人 员 介
绍，煤气中毒高发期在
每年的 1 月份、11 月份、
1 2 月份。“农村老人、产
妇和单位门卫成煤气中
毒高发人群。”急诊调度
员介绍，农村在冬天都
普遍使用煤炉取暖，由
于一些老年人独居，不
能对煤炉正确使用，造
成意外中毒。另外，农村
一些产妇受传统观念的
影响，生完孩子后不出
门、不活动，家人再为其
多燃几个煤炉，还要把门
窗封闭得严严实实，使农
村产妇煤气中毒的几率
增大。

一氧化碳中毒俗称煤
气中毒，每年冬季，由于
取暖不慎，不少居民会被
这种气体悄无声息地放
倒，甚至被夺去生命。记
者从城区城中村发现，煤
炉等取暖工具已经开始
热卖，但也有部分居民无
视安全隐患，没有及时安
装烟囱就冒险用煤炉取
暖。

31 日，记者在建设路
和花园路路口东北角的
平房居民区看到，一家土
杂店门口已经摆放了各
种各样的煤炉。店老板介
绍，这里的居民多是租房
的打工者，这些人买煤炉
最大的用处是取暖。

“屋内潮，也不向阳，
放个炉子在屋里暖和。”租
住在此的一对夫妇说，房
间没有预留出烟囱的出

口，所以暂时没有安装烟
囱，晚上的时候就打开一
点窗子通风。

记者在采访时，有的
居民竟不知道一氧化碳是
什么，更不知道如何预防
煤气中毒。“闻到烟味大了
就打开窗子透透气应该就
没事了。”一位居民不知
道一氧化碳无色无味，竟
用鼻子闻烟味来预防煤气
中毒，判断是不是需要通
风。

聊城市人民医院院前
急救部的急诊医生参与了
城区大部分煤气中毒患者
的抢救工作。该院的急诊
医生介绍，每年冬季赶到
患者家中的时候，总会发
现患者居住的屋内有煤
炉，有的没有烟囱，有的尽
管有烟囱，但烟囱不是老
旧，就是安装不规范。

急诊医生介绍，一氧
化碳吸入体内与血液中的
血红蛋白结合成碳氧血红
蛋白，2-3 小时即可出现
神经系统损伤、缺氧等症
状 ，浓 度 越 高 ，昏 迷 越
快。

急诊医生提醒，居民
在安装炉具时，要检查炉
具是否完好，如发现有破
损、锈蚀、漏气等问题，
要及时更换并修补；要检
查烟道是否畅通，有无堵
塞物；烟囱的出口要安装
弯头，出口不能朝北，以
防因大风造成煤气倒灌；
烟囱接口处要顺茬儿接
牢 ( 粗 口 朝 下 、细 口 朝
上)，严防漏气。如果发现
有人煤气中毒要及时拨打
120，并把患者转移到通风
的位置。

本报记者 王尚磊

延伸调查>>

煤炉开始热卖

有居民心存侥幸，不安烟囱就取暖

常见的煤气中毒原因：

▲随着天气转冷，城区街头煤炉又开始热卖。 本报记者 王尚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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