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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 (记
者 刘来) 26日清晨6时许，岱
岳区一42岁男子在家中猝死。
这是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本月
接到的第11起猝死患者。医生
提醒，冬季天气寒冷，血管收
缩，心脏负荷力增加，需要特别
注意预防猝死事件发生。

26日6时许，家住岱岳区某
村庄的张先生突然昏倒在家中，
家人拨打急救电话求助。泰山医
学院附属医院120急救人员赶到
他家中时，张先生已经没有了心
跳。急救人员迅速将他拉到医院
抢救，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全力抢

救，仍没挽回张先生的生命。结
合以往病史，医生推断张先生是
由于急性脑血管病导致猝死。26

日下午，泰城又有一名年近70的
老人在家中猝死。

12月22日，87岁的周某；12

月19日，42岁的李某；35岁的薛
某；12月17日，57岁的朱某……
翻开泰医附院的院外死亡病例
记录，仅12月份医院就接到了
11起猝死病例，既有80多岁的
老人，也有40多岁的中年人。猝
死原因中以心脑血管疾病居
多，还有部分病人并无明显病
史，死亡原因不好确定。医生告

诉记者，医院接到的猝死病例
中，60岁以上的老人居多，但近
年来中青年的猝死病例也不
少，这与过度劳累、压力过大有
关。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
科医生告诉记者，冬季天气冷，
血管收缩造成血管阻力及血压
上升，心脏负担增大，老年人的
脑溢血、心肌梗死、冠心病、心
肌炎等发病率增高。医生提醒，
具有这类病史的老人，冬天需
要格外注意，家中应备有常用
的急救药物，一旦出现胸闷、心
慌、气喘、乏力等症状，应及时

到医院就医。病人家人则需注
意减少老人独自在家，以免发
病得不到及时处理。冬季气温
低，心脑血管病人还应避免早
晨起来马上出门锻炼和剧烈活
动，尽量选在温度适宜时，并做
好热身工作。

“长时间工作或者游戏也
容易导致猝死。”泰医附院急诊
科主任史继学告诉记者，高强
度工作、亚健康和肺栓塞易导
致猝死，“长期不活动、血脂血
糖高、吸烟等都是导致肺栓塞
的高危因素。”（奖励线索提
供人孔先生 100元）

多为突发心血管疾病，有此类病史的老人家中应备急救药

医院一个月接到11名猝死者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记者 刘来)
26日上午，泰城一男子在宿舍内烧木头取
暖，被木头燃烧产生的一氧化碳熏倒，幸
亏被工友及时发现，男子被送到医院经抢
救后已没大碍。

26日11时40分，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急救中心接到求助电话称，有人一氧化碳
中毒。记者赶到现场看到，在大白峪小区
附近一建筑工地内，几名工人急匆匆地给
120急救车指路。在一处平房宿舍门外，今
年40多岁的张先生蹲坐在地上，语气非常
微弱，几名工友焦急地站在一旁不知所
措。张先生身后，放着一个还未熄灭的铁
皮桶。120急救人员询问得知，工地最近几
天放假，张先生在宿舍内休息时，为取暖
在铁皮桶内点燃木头，没想到竟被木头燃
烧产生的一氧化碳熏倒。

120急救人员和张先生的工友一起，
将他抬到急救车上。到达医院后，急诊科
大夫为张先生安排了高压氧治疗。记者从
医院离开时，张先生已无大碍。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告
诉记者，每年冬季医院都会接诊不少一氧
化碳中毒患者，其中农村、民工宿舍等没
有集中供暖的地方是危险多发区域。医生
提醒，木炭、煤炭、汽油等物质燃烧不充分
都容易产生一氧化碳，市民最好不要在封
闭的空间里烤火取暖。遇到一氧化碳中
毒，应及时拨打120求救，并打开门窗或将
患者转移到通风位置。

（奖励线索提供人孟女士 50元）

关门烧木头取暖

男子中毒晕倒

26日上午，环卫二所
工作人员在财源大街结
冰路段清理道路。

本报记者 赵苏炜
通讯员 周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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