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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烫伤：冷水或冰水浸泡
潍坊市人民医院烧伤科张林清副

主任介绍，对于肢体的烧烫伤，只要
烧伤总面积不超过患者自己的20个手
掌大小，可以取来冷水或冰水装在水
盆或者水桶里，把伤处浸泡在冷水中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等到从冷水中
拿出来感觉到不疼了，就可送往医
院。

张主任介绍，对于躯干，如臀部
的烧烫伤，如果无条件浸泡在水中，
可以用冷水持续冲洗，或者用干净的
湿毛巾覆盖在创面上后以冰水间隔喷

洒直至疼痛明显缓解，再送往医院。
如果伤处的面积很小，程度很轻，经
过冷水浸泡冰敷后涂些常用药物再包
扎上，过5-7天就会自行好转。

但是，要强调的是，以上急救仅
对烧伤总面积不超过自己的20个手掌
大小的患者适用。如果烧伤面积大于
患者自己的20个手掌，或者烧烫伤的
部位是在头部或呼吸道以及婴幼儿患
者，那么即使面积不大，也应该边冰
敷边送往医院了。为防止发生休克，
可口服补充点盐水，以预防休克。

意外出血：应急止血最关键
火车汽车往往免不了磕磕碰碰，春

运人多，如果遇到意外事故需要冷静对
待。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急救科宋主
任介绍，如果只是小伤口出血，用碘
酒或者红药水消消毒，找个创口贴贴
上就可以了，一般不会有大问题，但
如果是大伤口，还是应该去正规医院
处理。宋主任介绍，对于意外伤口，
出血的程度是和损伤部位有关的，如
果是创伤部位位于比较大的动脉或者
静脉，出血还是严重的，这种情况必
须紧急止血。

至于止血方法，宋主任表示如果是

刀器金属刺伤，千万不要随意将其拔
出，因为刀器金属本身就是很锐利的，
随意拔出有可能导致二重损伤，甚至如
果刺 穿大血管，更有可能加重出血。
此外就是可以将伤口局部的一些脏东
西，比如树叶、灰尘吹掉或擦掉，然后用
随身的衣物或者毛巾压住伤口局部进
行“压迫止血”。另外，如果是四肢出血，
还可以在伤口的“向心端”，也就是伤口
上方“结扎止血”。

需要注意的是，结扎20—30分钟应
该松一下再结扎，否则如果长时间结
扎，也有可能导致组织缺血。

意外病发：规律饮食，多喝水
由于人群聚集，加上通风不畅，

列车上容易引发感冒等呼吸道传染病
传播。呼吸科专家提醒市民，注意旅途
中的休息，感冒患者最好戴口罩，避免
传染他人。最好能利用列车到站的机
会，下车呼吸新鲜空气。停车的间隙，也
要尽量的走动，久坐不动者正常摄入的
食物，聚积于胃肠，使胃肠负荷加重，长
时间紧张蠕动也得不到缓和，长此以往
可致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穿孔及出
血等慢性难愈顽症。旅客在旅途中如
果发现自己有发热、流涕等症状 ,应及
时与列车上相关部门联系，如果发现

与自己同行的人中有如上症状，也应
向相关部门报告。

天冷时人体血管容易收缩，影响
血液流通。在长途火车上，由于饮食
不规律、饮水量减少等原因，还会导
致血液黏稠度增高，所以春运期间，
脑血管疾病发病几率大大增加。潍坊
市第二人民医院急救科宋主任建议，
即便在火车上也要尽量规律饮食、多
喝水，避免血液浓度过高。有时，脑
中风患者可能出现呕吐的症状，一定
要吐干净，以免呕吐物导致肺动脉栓
塞。

意外骨折：不能随意翻动病人
跌、摔伤造成骨折是常见的，人

们习惯用手去揉捏伤处，以为可以减轻
疼痛。其实，这样很危险。骨折时其折端
可能较锋利，按、揉、挤、捏都会刺破局
部血管导致出血，如刺破大动脉，会因
大出血而危及生命。不当的揉捏，锋利
的骨折端还会刺伤或切断周围神经、肌
肉、韧带和内脏，会进一步加重伤情，造
成瘫痪等危象。

宋主任介绍，救护骨折病人的关

键是，不要随便翻动病人，更不能让
可疑颈椎骨折者作抬头或扭头等动
作。搬运护送伤员要采用木板或门
板，不可用软担架。对四肢骨折的伤
者，要就地取材，将长的树枝和板
条，用绳子或绷带把伤肢固定住。

如果只是足部扭伤，不宜立即用
热水浸泡，而应采用冰块等冷敷，使
水肿、疼痛减轻，24小时后再热敷，
以促进水肿的吸收。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订票高峰期，2013年的春节就要
到了，春节假期，很多人都在路上奔波，如何应对旅途
中的突发情况？如何预防晕车问题？健康专家为市民解
答旅途中的健康保健问题，希望市民能在这个旅途到来
之前，做好预防。

旅途中，

如何消除疲劳？

专家介绍，快步走路和重视睡眠能缓解疲劳，快
步走持续15至20分钟，能平衡全身肌肉、帮助大脑运
动，进而达到消除疲劳的目的。充足的睡眠同样重
要。要想睡得好，最佳的睡姿是右侧屈膝而卧，有利
于全身肌肉松弛，肝血流增多，呼吸通畅。同时需要
忌饮酒、饱食，肠胃撑胀会导致消化不良；忌睡前交
谈、思维兴奋；忌开灯睡觉，因为这会导致入睡不
深，易醒、多梦；忌蒙头睡觉，因为这会吸入大量二
氧化碳，使大脑因缺氧而昏沉沉；忌睡中忍大小便，
憋尿忍便，会影响睡眠，不利健康。

出行必备药品盘点
本报记者 马媛媛

当你已经开始打点长假出行的
行装时，除了要带上必需的日常用
品 ， 还 要 记 得 带 上 出 游 “ 小 药
箱”，因为出门在外，有时会出现
身体不适的问题，随身携带“小药
箱”，能为自己的旅途减去很多的
烦恼，增加一份安全的保障……

感冒药：

儿童成人要区分
旅途中难保不受到病毒的侵袭

而引发感冒，成人建议携带一些抗
病毒药物如板蓝根颗粒、清热解毒
口服液、抗病毒口服液、维C银翘
片等，而西药则可以考虑百服宁、
白加黑、康泰克、快克等，服用时
要注意看是否对症。

此外，还可携带一些阿司匹
林、扑热息痛等，可以解热镇痛。
而如果有咳嗽现象，还建议携带一
些止咳药物，如甘草片、沐舒坦、
止咳糖浆等。

如果带宝宝一起出行，则要注
意准备宝宝专用的感冒用药，如小
儿止咳糖浆、小儿感冒清热颗粒、
小儿退热贴等，千万不要将就着给
宝宝用成人药物，一旦旅途中宝宝
发烧，要慎用抗生素，最好采用物
理降温。

外用药：

创可贴风油精不能少
除了以上几大类必备的药物，

还有一些小小的外用药也能派上大
用场，出门时千万不要落下了。

专家建议，创可贴、风油精一
定不能少，尤其是风油精，当出现
晕车、头痛现象时，如果不想吃
药，建议涂抹一些风油精或清凉油
在太阳穴上，也能起到提神醒脑的
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常用的涂抹药
物如正红花油，可用于扭伤淤肿，
还有麝香膏，可以消肿止痛。而当
有轻微擦伤等小外伤时，不要忘记
携带一些纱布和碘町。

同时还建议准备一支氯霉素眼
药水或人工泪液，以免眼睛充血发
红或干涩。

腹泻药：

黄连素是首选
很多人平时在家时肠胃和消化

功能很好，但外出长途乘车或旅游
时却会因为水土不服、饮食不当而
腹泻，甚至染上急性胃炎。

专家指出，旅途中的腹泻大多

是细菌性腹泻，建议首选口服黄连
素、氟哌酸。如果伴有呕吐症状，
可以服用胃复安、吗丁啉；如果伴
有腹痛症状，可以服用普鲁本辛、
颠茄片。此外，藿香正气滴丸、藿
香正气软胶囊也很适合外出旅游造
成的腹泻和肠胃不适。而如果出行
容易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或者饮
食上火，建议携带一些健胃消食片
和牛黄解毒片。

急救药：

最好附带小卡片
长途出行，一定要为有慢性

病、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携带足够
的急救药物，而且要在药瓶外注明
服用方法，为健康提供保障。

例如有心绞痛的患者，要携带
足够的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有
脑血管疾病、中风倾向的患者，要
携带足够的安宫牛黄丸等药品，而
且这些药要随时拿出一天的量放在
上衣口袋里，但要注意的是，贴身
存放至少要与皮肤隔一层衣物，以
免因体温原因导致药品挥发失效。
此外，有的老人随身携带的急救药
品可能好几天没有派上用场，建议
每隔两天换成新的药品，以保证药
品的疗效。

预防晕车有妙招

对 于 晕 车 的 市 民 来
说，晕车的感觉称为“生
不如死”或许一点也不为
过，因此做好防晕车工作
显得格外的重要。目前市场
上的晕车药有口服晕车药、
晕车贴片等，其中最为有效
的就是服用防晕车药。一般
情况下，晕车药应在乘车前
半小时至一小时空腹服用。
而晕车贴应提前5至6小时
贴上。多数晕车药在服用后
会有嗜睡感觉。

需要注意的是，药店销
售的防晕车药种类很多，
但无论服用哪一种都要注
意药品服用说明，孕妇和
儿童慎用。晕车药不可和
其 他 感 冒 药 、 镇 静 镇 痛
药、镇咳去痰药并用。

防晕车TIPS：
在 乘 车 前 2 0 ～ 3 0 分

钟，将鲜生姜切成两毫米
左右的薄片，面积为5分钱
硬币大小，然后将姜片覆
盖在肚脐上，外用伤湿止
痛膏或医用胶布固定。若
乘车时间超过10小时，可
中途更换一次。将1片鲜姜
含于口中，或喝些姜汁，
也能减轻甚至消除晕车晕
船的不适。

晕车的人，准备长途
旅 行 前 ， 尤 其 要 注 意 饮
食，不要喝碳酸饮料、白
酒，也不要吃油腻食物，
要进食清淡、易消化的食
物，以免反胃，加剧晕车
反应。

记者 马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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