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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煤气中毒“撂倒”一家五口
两位老人带着三个孩子，点了炉子却没装烟囱

本报11月29日讯 (记者 王
尚磊 马瑛 孔雨童 杨万卿 )

煤炉取暖，稍有不慎就会发生
惨剧。记者从烟台、聊城、德州
等市的急救部门了解到，煤气中
毒的患者大部分住在农村，少数
住在城区的城中村和城乡接合
处，其中农村产妇、独居老人因
天冷出门少等原因成为煤气中
毒高发人群。

28日，家住烟台莱山区蒲昌
社区的69岁的董女士和老伴在睡
梦中煤气中毒，所幸及时得到了
救治。1 2 0急救指挥中心统计数
据显示，今年11月烟台因煤气中
毒报警的有84例。这些煤气中毒
事故大多都是发生在烟台周边
的农村和郊区，多是村民在门窗

紧闭的屋里面生炉子，未注意通
风引起。

据德州市120急救中心介绍，
11月份，已接到煤气中毒报警42

起，九成患者集中在农村。聊城
市120急救中心两个月接警的82

起煤气中毒事件中，患者大部分
住在农村，少数住在城区的城中
村和城乡接合处，其中农村产
妇、独居老人等因天冷出门少等
原因成为煤气中毒高发人群。济
宁中毒的一家五口就是两位老人
和三个孩子。

在我省多数农村，煤炉是最
主要的取暖方式，随着年轻人外
出打工的增加，许多老人带着孩
子在家或者独自生活，为了让屋
里能暖和一点，常常把房屋封闭

得很严。不少家庭还没有装烟囱，
装烟囱的也常因管道老化破裂、
结合不严等，造成漏气。再加上老
人活动较少，在室内时间长，因此
也容易发生煤气中毒。

聊城市120急救指挥中心特
别提醒使用煤炉取暖的家庭，冬
季取暖时一定要定时清理烟囱，
夜晚睡觉前要将煤炉的煤炭烧
尽，最好将煤炉移到屋外。另外，
一定要保持室内良好通风，天再
冷窗户也要留出一定缝隙通风。

急诊医生提醒，取暖煤炉装
上烟囱，并非万无一失，有的烟
囱出现破裂，也可能使屋内的人
煤气中毒。另外，有的烟囱出口
处未装弯头，遇到风容易发生煤
气倒灌。

格相关链接

防煤气中毒

有四大误区

▲烟台一居民在烟囱上安装的三通，可防煤气倒灌。
本报记者 宋佳 摄

针对市民在一氧化碳中
毒认识方面存在的误区，记
者请烟台毓璜顶医院急诊
ICU主任医师刘岗作了点评。

误区一：中毒患者可
“冻醒”

专家点评：寒冷刺激会
加重缺氧，导致循环障碍，
诱发休克和死亡。因此，一
定要注意保暖，并赶紧拨打
120。

误区二：屋里没有味就
不会中毒

专家点评：一氧化碳是
无色无味的，没有臭味不代
表不会煤气中毒。

误区三：炉边放清水可
防中毒

专家点评：一氧化碳极
难溶于水，预防煤气中毒关
键是通风。

误区四：中毒患者醒了
就没事了

专家点评：中毒可导致
并发症、后遗症，重度中毒患
者需一两年才能完全治愈。

我省进入煤气中毒高发期
多地120急救中心11月接警数十起，专家提醒要学会预防和自救

本报济南11月29日讯(记者
李倩 王尚磊 马瑛 孔雨童
许君丽) 随着天气日趋寒冷，我
省已进入冬季采暖期，除了安全、
舒适的集中供暖外，煤炉、炭炉、
燃气炉等取暖设备的使用率也大
大增加，我省煤气中毒事故已逐
渐步入高发期。急救部门提醒，冬
季使用蜂窝煤取暖，一定要注意
通风，增强安全意识，避免悲剧发
生。

“每年都会有一大批人因为
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今年已经
有两例了，太可惜了。”德州市人
民医院急诊科谭主任说，在他的
印象里，每年冬季都会有十余人
因为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多的
时候能达到几十人。据德州市120
急救中心介绍，11月份，已接到煤
气中毒报警42起。

据聊城市120急救中心工作
人员统计，自今年10月1日至11

月29日下午，他们共接到82起煤
气 中 毒 报 警 。工 作 人 员 介 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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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冬季采暖期后，
济宁也发生了30多起一氧化碳
中毒事故。11月份，烟台因煤气
中毒打120的有84例。26日一天，
荣成人民医院就接收了6名煤气
中毒患者。

每年冬季，由于取暖不慎，不
少居民会被一氧化碳悄无声息地
放倒，甚至被夺去生命。济宁市急
救指挥中心副主任万杰提醒说，
每年的11月、12月、1月是煤气中
毒的高发期。万杰说，一氧化碳是
在燃烧不完全的情况下产生的，
防止中毒的最好办法就是通风。
如有一氧化碳中毒情况发生，应
第一时间采取相应的自救、互救
措施，尽快脱离中毒现场，开窗通
风换气。

煤气中毒，伤人于无形

本报济宁 1 1月 2 9日讯 (记
者 李倩 ) “快来救人，有人
煤气中毒了。”2 9日凌晨两点
多，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镇马
庄村一户村民一家五口煤气
中毒，最大的5 9岁，最小的只
有5岁。当天下午记者了解到，
经抢救，一家五口已经全部脱
离生命危险。

天冷了点蜂窝煤炉取暖，
这在嘉祥县卧龙山镇马庄村
村民曹大爷看来，再普通不过
了。没想到，老两口还有三个
孙子孙女险些因煤气中毒醒
不过来。

29日下午，记者在济宁医
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病房和儿
童重症监护室，见到了煤气中
毒的曹大爷一家五口，看着已
经脱离生命危险的孙子孙女，
心有余悸的曹大爷向记者讲
述了事情的经过。“凌晨 2 点
多，我感觉一阵头晕脑涨、恶
心，就猛地醒了。想到家里点
了蜂窝煤炉子没有烟囱，意识
到可能是煤气中毒，就昏昏沉
沉地起来开窗户通风。我喊老
伴和三个孩子时，都不答应，
已经没有意识了，我当时就慌
了，扶着墙到院子里赶紧喊人
帮忙，打120求救。”

据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急诊科主治医师介绍，这一家
五口凌晨 3点多被送到医院，
当时老两口已经清醒，三个孩
子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昏迷了
2个多小时，体内的一氧化碳
浓度超过 2 0%。庆幸的是，做
完高压氧后，这家人全都脱离
了 生 命 危 险 ，现 在 也 能 下 床
了。记者了解到，3个小孩中最
小的只有 5 岁，最大的才 9 岁
多。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急
诊科副主任李海军说，一氧化
碳是无色无味的气体，在空气
中浓度超过 0 . 0 1%就会造成
中毒。因一氧化碳中毒导致的
昏迷，一旦超过2- 3个小时就
可能对脑部造成损伤，超过24
小时，导致一种煤气中毒特有
的并发症———“迟发性脑病”
的几率就高达90%，患者会出
现不认人、大小便不能自理等
症状，通常在中毒后的 2 - 6 0
天内都有可能发生。由于不清
楚患者被发现之前具体昏迷
了多久，因此还要做进一步检
查。

随着天气渐冷，许多没有集中供暖的家庭开始点炉子取暖，一
氧化碳中毒事件也随之多了起来，甚至有人因此被夺去了生命。连
日来，本报多地记者联动，就煤气中毒的防治等进行了采访，希望
这个冬天能多一些温暖、少一些悲剧。

天冷出门少，屋里点着炉子封闭很严

农村独居老人成中毒高发人群

▲一氧化碳中毒进入高发期，图为在济宁一家医院，一煤气中毒患者临时住在走廊里。
本报通讯员 李海军 摄

格防毒小窍门

烟囱出气口

最好装个三通
在采访中，有市民总结

了他们防一氧化碳中毒的
小窍门，与大家分享。

为了防止大风使一氧化
碳倒灌，可在烟囱出气口安
装三通，以斜上斜下为宜，根
据风向调整三通角度。

可在晚上将煤替换成
粗大的木头，在木头的上方
放上少量大煤块，次日可用
木头点着的煤块重新引燃
炉子。

保证通风，门窗留个缝
隙，用纱布将缝隙覆盖并固
定，在缝隙外方安装个铁
罩，可挡住大风吹进屋内。

晚上睡觉时，最好不要
压炉子，压的话，煤不要压
太多，防止把烟道堵死，发
生中毒。

格急救小技巧

及时把中毒者

移到空气流通处
发现有人煤气中毒后，

要保持冷静，别慌了手脚。
首先，让中毒者呼吸新

鲜空气，封锁煤气源；
其次，保持中毒者呼吸

道畅通，防窒息；
再次，对中毒者进行人

工呼吸，至自主呼吸；
最后，让中毒者身体保

持温暖，尽快消毒。
另外，如果患者出现昏

迷或抽搐现象，可在头部置
冰袋，以减轻脑水肿。

名词解释：煤气中毒
一氧化碳与血红蛋白

的亲合力比氧与血红蛋白
的亲合力高200～300倍，所
以一氧化碳极易与血红蛋
白结合，形成碳氧血红蛋
白，失去携氧能力，造成组
织窒息。

煤气中毒时病人最初感
觉为头痛、头昏、恶心、呕吐、
软弱无力，中毒者会迅速昏
迷，如救治不及时会死亡。

本报记者 宋佳 杨万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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