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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C15

□通讯员 王婧
□记者 宋佳 王晏坤 报道
qlwbsj@vip. 163 .com

本报11月19日讯 近日，蓬莱
一名17岁女孩因一氧化碳中毒被

送往当地医院救治，后因重度昏
迷转往毓璜顶医院。经救治，这名
昏迷至少16个小时的女孩恢复意
识。事前，女孩父亲有过担忧，曾
放盆水在房间内预防，出事后才
得知一氧化碳不溶于水，在房间
内放盆水纯属白搭。

18日上午9点多，在毓璜顶医
院急诊病房，一氧化碳中毒的17

岁的小曲，做完高压氧舱治疗后
被推回病房。治疗后的小曲面色

依然苍白，在护士及家人的搀扶
下在病床上躺下。

说起女儿一氧化碳中毒的事，
家住蓬莱市周边村子里的曲先生
一脸懊悔。“天气转冷，每天晚上给
孩子点上炉子暖暖炕。”曲先生说。

一腔父爱竟差点酿成悲剧。
17日早晨5点多，母亲赵女士看了
看时间准备叫女儿起床上学。她
敲了敲女儿的房门，往常都会听
到一声回应，但那天敲完房门后，

屋里没动静。
赵女士推门进屋看到女儿浑

身瘫软，嘴边都是泡沫，已经没有
意识，赵女士赶忙叫来丈夫。曲先
生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女儿一氧
化碳中毒昏迷，他把女儿房间的
窗户都打开并拨打了120急救电
话，随后小曲被送往蓬莱市人民
医院，当日中午因重度昏迷被转
往毓璜顶医院。曲先生说，直到17

日晚上9点，女儿才恢复了意识。

事前，曲先生在屋里特意放了
一盆水，现在才知道一氧化碳不溶
于水，根本就不起作用。曲先生指着
急诊病房门口的宣传栏说，还学到
了一招，昏迷的病人一定要侧卧，不
要平躺，以防呕吐物堵塞呼吸道。

毓璜顶医院急诊门诊的主任
医师柳玉华说，值得庆幸的是，患
者现在已经恢复了意识，具体会
不会留下后遗症，要看后期治疗
情况。

煤气中毒女孩昏迷16小时
原本为了给女儿取暖，没想到差点酿成悲剧

在冬季，门窗紧闭，一氧化碳中毒事
件屡屡发生，采访中，不少市民对一氧化
碳中毒还存在认识误区。17日，记者盘点
了一些误区，并请毓璜顶医院急诊ICU

主任医师刘岗做了点评。

误区一：

一氧化碳中毒患者冻一下会醒

采访中有市民认为，当一氧化碳
中毒后，放到院子里冻一下或用凉水
泼可将中毒者冻醒，从而可以自主呼
吸。

专家点评：寒冷刺激不仅会加重缺
氧，更能导致末梢循环障碍，诱发休克和
死亡。因此，发现一氧化碳中毒后一定要
注意保暖，并迅速打“120”求救。

误区二：

认为有臭渣子味就是一氧化碳

一些劣质煤炭燃烧时有股臭味，会
引起头疼头晕，屋里没有臭渣子味儿就

不会一氧化碳中毒。
专家点评：一氧化碳是气体，是无色

无味的，是碳不完全燃烧生成的。有些市
民认为屋里没有臭渣子味儿就不会中一
氧化碳，这是完全错误的。

误区三：

在炉边放盆清水可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专家点评：科学证实，一氧化碳是不
溶于水的，要想预防中毒，关键是门窗不
要关得太严或安装风斗、三通，烟囱要保
持透气良好。

误区四：

一氧化碳中毒患者醒了就没事

专家点评：一氧化碳中毒患者必须
经医院的系统治疗后方可出院，有并发
症或后遗症者出院后应口服药物或进行
其他对症治疗，重度中毒患者需一两年
才能完全治愈。

格多学点儿

一氧化碳中毒，警惕四大误区

□本报记者 宋佳 王晏坤

寒冬已近，在一些
没实现集体供暖的小
区，居民们大多采用煤
炉取暖，而这也存在着
不小的安全隐患，据了
解，11月8日至11月18日，
市120急救调度指挥中
心共接到11起煤气中毒
事件，平均每天一起。

近10天来

发生11起煤气中毒事件

“ 每 年 冬 天 一 鼻 子
灰。”家住幸福五村的村民
季先生说出了他们取暖的
尴尬。他说，在他们片区，
几乎家家户户都烧煤取
暖，为了拎煤取暖，有时候
抹了一鼻子灰都察觉不
到。

幸福片区是进城务
工人员的集散地，这里也
成了烟台市区一氧化碳
中毒的频发地之一。

记者从市120急救调

度指挥中心了解到，从11

月 8日至 1 8日，该中心共
接到 1 1个煤气中毒的急
救电话，最多的一天，共
接到5个煤气中毒急救电
话，其中 3名患者是幸福
片区的。

“现在还不到一氧化
碳中毒密集发生的阶段，
在大风天气，或者是雾蒙
蒙的低气压天气，此类求
救电话会特别多，多的时
候一天能接到近 1 0个电

话。”有报道记录，在2011

年 1 月 1 日 到 1 月 3 1 日 之
间，共接到 1 7 0余起一氧
化碳中毒的患者。

据毓璜顶医院急诊
I CU主任医师刘岗介绍，
去年冬天共收治 3 0多名
比较严重的一氧化碳中
毒患者，其中有近10名患
者因救治无效死亡。“死
亡患者中约有一半是因
为家属急救措施不当，导
致患者窒息身亡。”

市120急救中心>>

一天接到5个煤气中毒电话

一位居民准备用炉子做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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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滩：十几栋居民楼都靠烧煤取暖

近日，记者在莱山区
孙家滩小区看到，随着气
温的降低，不少居民开始
整理自家的煤渣煤块，准
备自烧煤炉取暖。

“从上世纪90年代入
住到现在，已经烧了十几
年，一直都是自烧煤炉取
暖。”小区居民孙宗宇说，

孙家滩小区的取暖按单元
楼建设年代分为两类，小
区北半部分十几栋2000年
以前建的单元楼都没有通
暖气，只能靠烧煤取暖，一
直存在安全隐患，南半部
分的新建小区，属于集中
供暖区域。

社区居民孙女士告诉

记者，每年烧煤取暖，省着
烧也得烧两吨煤，大约得
花2000多元钱，虽然和集中
供暖的价格差不多，但安
全隐患一直存在。

“前几年，在西南边一
个村，新结婚的小两口就
是因为自烧煤炉，一氧化
碳中毒死亡。”孙女士说。

文化路：每年总有几人中毒

“都是烧煤炉子取暖，
路以西不给供暖。”住在文
化路附近的徐女士说，每
年文化路小区里都有几个
一氧化碳中毒的。

记者看到，在文化路
小区西侧几乎每个屋外的
通 道 上 ，都堆满了煤、干
柴，楼道里也因长年烧煤，

台阶上覆盖着厚厚一层煤
灰。

一辆满载着煤的三轮
车停在路边，车主季先生
称，来小区卖煤比较好卖，
文化路附近的住户平均每
年至少消化40吨煤。“哪个
小区不供暖，就到哪个小
区去卖煤，一年卖200吨煤

不成问题，做了近20年的
卖炭翁了。”季先生说。

文化路小区一诊所的
大夫苑书良说，小区里去年
一对炸油条的夫妻因一氧
化碳中毒死亡。“我也多次
救治过一氧化碳中毒昏迷
的患者。”苑书良说，他似乎
扮演着守护神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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