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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七旬老人摔伤躺地上五小时
事发时老人独自在家，拿不到电话无法求救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来

19日14时许，泰山医学院附
属医院急救中心接到求助电话，
岱岳区粥店办事处辖区内，一位
老人摔伤需要救治。14时40分，记
者赶到现场看到，在一民房内，
市民张女士侧身躺在屋内地板
上，发出痛苦的呼喊，家人焦急
地站在一边。

“听说老人摔倒了不能接着
扶，我们不懂就没敢动，赶紧打

了120。”张女士的家人告诉急救
人员，老人今年70多岁，平时身
体还挺好。19日上午，家人外出，
张女士自己待在家中。9时许，张
女士在屋里不慎摔倒，右腿重重
砸在地板上不能动弹。“想够手
机给孩子打电话，腿疼动不了，
只能躺着等他们回来。”张女士
说，等孩子回来，自己已在地上
躺了5个小时。

张女士的孩子回家后，见到
老人痛苦的样子非常着急，但不
懂急救知识束手无策。泰山医学
院附属医院120急救人员，确定了
受伤位置和大体伤情，利用急救
夹板将老人腿部固定住，小心翼
翼将老人转移到担架上，将老人
抬到急救车上。

经检查，张女士腿部骨折，
已经在医院住院治疗。

“见到老人摔倒，不立即扶
起是正确的。”泰山医学院附属
医院急诊科医生告诉记者，老年
人骨质疏松，容易发生骨折。如
果不了解情况就将老人扶起，很
有可能对老人造成二次伤害。

医生说，遇到老人摔倒的情
况，首先要判断老人是否骨折，
可以通过询问、按压受伤部位进
行判断。确认是骨折的话，要用

木板或夹板对骨折部位固定。在
移动过程中，要尽量保护受伤部
位不移动。

急诊科医生告诉记者，家有
老年人，应该注意一些生活细
节。“电话应该放在老人容易够
到的位置，比如床头，或者是将
手机随身携带。”医生说，除了家
人电话外，老人的手机内最好存
有社区医务人员或附近医院的

联系电话，身边无人照顾的还应
存几名邻居的电话。老人外出
时，应随身携带急救卡，卡上写
明姓名、家人联系电话、以往病
史、血型等，一旦遇到危险，方便
急救人员处理。医护人员告诉记
者，有条件的还可以在卫生间等
地方增加扶手，并做好室内的防
滑措施，防止老人跌倒。
（奖励线索提供人陈先生 100元）

急救卡、手机等老人要随身带

老人摔骨折 地上躺5小时

泰安自2000年进入老龄化
社会,截至2011年底，泰安市常
住人口551 . 4万人，60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83 . 29万人，占总人口
的15 . 11%，每7个人就有1位老
人。保障独居老人的安全，国内
外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在法国，许多社区为老年
人免费提供一种名叫“你好
吗？”的服务项目。计算机系统
每天同一时间自动给老人打来
电话，当老人拿起电话后，可听

到计算机的录音系统简单的一
句问候“你好吗？”随后会听到：

“如果您今天很好，请放下电
话。如果您今天感觉不好，请立
即拨打紧急求救电话811。”如
在45分钟内，老人仍不拿起电
话，即会有人登门查询。

武汉为空巢老年人制作
“爱心门铃”随时得到救助；广
州市围绕“平安钟”服务项目，
独居、孤寡老人只要按下按钮，
信号马上传到相应的社会服务

中心或义工机构；北京市为有
需求的“空巢”老人安装应急救
助呼叫器，依托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站)为有需求的“空巢”家
庭老人设立家庭病床，并主动
上门提供以护理和康复为主要
内容的健康服务；重庆为方便

“空巢”老人的救助，将印有社
区24小时值班电话的黄丝带分
发到“空巢”老人手中，只要挂
在门、窗、栏杆等醒目处，就会
有社区志愿者提供救助。

◎相关链接

120急救人员和老人家属将老人抬到急救车上。

12月19日，泰城一72岁老人独自在家摔倒，腿部
骨折无法动弹，在地上躺了5个多小时。家人返回后
拨打120，老人才被送往医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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