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32014年7月30日 星期三

编辑：杨璐 组版：张祯

今日泰山

最现场

傍傍晚晚下下水水，，他他再再也也没没能能上上来来
男子在艾洼村附近一人工湖溺亡，第二天还有人在这里游泳

7月22日21：38，7月24日10：
43，两名40岁左右的男性患者因
突发胸痛到泰安市中心医院救
治，经检查均为急性心肌梗死。

谁都知道，对于急性心肌梗
死的病人，时间就是生命。泰安
市中心医院心内一科主任张焕
轶决定立即为患者实行冠脉造
影+支架植入术。不到40分钟，张
主任召集尹鲁骅、孟庆民和另外
几名医生、护士以最快速度赶到
心脏介入导管治疗室，启动各种
仪器，给患者做了心脏介入治
疗：将“支架”运送到狭窄的地
方，使原先闭塞的血管重新畅
通。不到一个小时，心脏供血畅
通，患者得到成功救治！

“心肌梗死抢救有‘黄金6小
时’之说，能在6小时内或更早的
时间及时进行介入治疗效果是
最好的。为此泰安市中心医院建
立了急性心肌梗死的绿色通道，
心导管室工作人员和心脏介入
医生则24小时待命，能确保在第
一时间完成梗塞冠脉的介入再
通治疗。这两例患者从入院到手
术完成均不到1个小时”主管介
入手术的尹鲁骅主任指出这一
点对急性心梗患者的有效救治
至关重要。

心梗患者年龄

呈现年轻化趋势

目前，两名患者的生命体征
已基本平稳，回想起当时的情景，
仍心有余悸。患者邱某说，早在两
三天前，他就出现过胸闷、胸痛的
感觉，没放心上，认为是没休息
好。出事的那天，原因不明出现胸
痛，但他的家人问了张焕轶主任
同一个问题——— 他平时身体挺好

的，既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血
压，之前也没有心脑血管方面的
问题，怎么突然就这样了？

张主任说：“急性心肌梗死是
冠心病的最严重的发病类型，好
发于中老年人，但这两年我明显
感觉到年轻人的发病率正在逐年
增高。专家分析，心梗越来越年轻
多与现代人脑力劳动过度、社会
交际频繁、睡眠时间不足、生活不
规律、运动不足、肥胖，以及嗜烟
酗酒有关，这两例患者均有15年
以上的吸烟史。这些不良生活方
式的存在，使人体内儿茶酚胺类
物质增多，刺激冠状动脉的受体，
使冠状动脉在粥样硬化、狭窄的
基础上出现痉挛，这也是中青年
发生急性心梗的特殊原因之一。”
张主任提醒健康的年轻人也应定
期体检，尤其是有早发冠心病家
族史及家族性高脂蛋白症的后
代，更需提高警惕。对于已患有冠
心病的年轻人，应戒烟限酒，清淡
饮食，积极锻炼，控制体重，不透
支体力，如有不适感觉要及时上
医院检查。

值得注意的是，与老年人相
比，年轻人心梗往往起病急、症
状凶险，发生猝死的几率高得
多。张主任说，这往往与中青年
人的一些错误认识有关：他们大
都自以为身体很健康，即便出现
早期不适症状，也会觉得无关紧
要、忍一忍就过去了，从而错过
急救的最佳时机。其实，不管是
谁，一旦出现持续性胸痛、胸闷、
冷汗等，都应及时去医院就诊，
而在熬夜、过度疲劳后出现上述
症状，更应提高警惕。

三伏天防心梗

据张焕轶主任介绍，一般
人都认为秋冬季容易发生心
梗，盛夏三伏天为何也容易发
生心梗？原来，高温天气会使人
体出汗过多，血液浓缩，如果未
能及时补充水分，亦会增高血
液黏度。当血黏度增高到一定
程度时，也会发生血液凝集，血
凝块一旦堵塞冠状动脉，就会
引发急性心梗。特别是“湿闷”
的三伏天，空气中湿度增高，含
氧量降低的时候，平时患有高
血压、冠心病的人常常会感觉
不适，出现胸闷、气促、头晕等
症状。为此，专家建议，三伏天
防心梗要做好以下几方面：

放松心情：夏季闷热的天

气，人的情绪容易烦躁，植物神
经紊乱，因此预防心绞痛、心肌
梗死发作的重要方法是保持情
绪稳定。

晚些起床：统计表明，在一
天当中，上午5～7时是急性心
梗、脑卒中和猝死的高峰时间
段，因此患者不必过早起床，可
适当推迟起床时间。

合理膳食：提倡清淡饮食，
晚餐不宜过饱，每天多吃绿叶蔬
菜和含胡萝卜素多的蔬菜；控制
饮食总热量，吃饭强调“保证营
养不吃饱”。

午睡半小时：夏夜气温高，
昼长夜短，人们往往得不到很好
的睡眠，休息不好是心脑血管疾

病重要的诱因之一。
及时喝水：缺水会使血液黏

稠度升高，血流量减少，血小板
凝聚，粥样硬化的血管更易产生
栓塞，心肌就可出现急性供血不
足导致坏死。

防暑降温：在室外活动或劳
动时应戴遮阳帽并备足水，当天
气闷热时，室内可以开启空调，
但度数不要太低，时间不要太
长，一般以25℃左右为宜。

同时，专家提醒，心梗患者的
救治对时间、流程和技术实力都
有较高的要求，一旦发生心梗要
及时到规范的医院进行救治，以
免延误救治时间，危及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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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提醒——— 三伏天警惕心血管疾病发作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
(记者 张伟 见习记者
尹成明 ) 2 8日晚 7点半左
右，三名男子到艾洼村与上
梨园村交界的一处人工湖
游玩。其中一名孟姓男子下
水后，再也没有出来。29日
下午1点左右，男子被打捞
上岸，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2 8日晚7点半左右，有
市民拨打本报热线反映，艾
洼村与上梨园村交界处一
人工湖发生溺水事故，“一
个男的下水后，一直没上
来，民警和消防已经赶到现
场处置。”

2 8日晚9点左右，记者
在事发现场看到，事发水域
已经拉上警戒线，周边有不
少村民围观。民警、消防官
兵及几名男子拿着手电筒，
沿着湖边不断搜索。在湖岸
中间位置，放有一条裤子、
布包和鞋。一名年青女子瘫
坐在湖边，声音嘶哑，不断
喊着溺水男子的名字。几名
女子在一旁苦劝，让她离湖
边远一点，年青女子拿过放
在一旁的裤子，抱在怀里失
声痛哭。

两名男子坐在岸边树
下，神情沉重。据知情人介
绍，事发时两名男子与落水
男子一起来到湖边，想查看
水中是否有鱼虾。期间，溺
水男子脱下衣服下水，另外
两人在岸上，见溺水男子下
水后一直没有浮出水面，两
人感觉事情不妙，立即拨打
报警电话求助。由于天黑、
水深，周边水域情况不明，
不具备打捞条件，救援人员

没敢冒险下水。
2 9日上午9点左右，人

工湖附近道路两侧停放着
10多辆汽车，一名搜救人员
穿着装备，拿着手电筒和一
根两米长的树枝在水中搜
索。岸边立有两块儿警示
牌，用红漆写着“水深危险，
禁止游泳”等字样。“水下漆
黑一片，搜索难度非常大。”
搜救人员说，湖水比较浑
浊，水下能见度只有十几厘
米，“我从 6点左右开始下
水，搜了三个多小时，两罐
气瓶都用了，溺水男子还是
没找到。”

见搜索失败，溺水男子
的亲属分头去附近借船和购
买渔网，通过电话联系打捞
队，准备进一步搜救。那名年
轻女子依旧坐在岸边不停哭
泣，亲属递给她的矿泉水都
被放在一边。“她从昨天晚上
就在这，一直哭到现在。”看
到该女子哭成这样，围观村
民也有点于心不忍。

据了解，该人工湖约两
千多平米，最深处有七八
米，浅的地方也得三四米，
水域宽近70米。“每天都有
在这游泳的，今年6月份就
从湖里捞上来一个女孩，一
些人还带着孩子过来，看着
就担心。”一围观村民说。

下午1点左右，救援人
员划着船，经多次尝试，用
挂钩将溺水男子打捞上岸，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下午1

点半，在出事水域，依旧有
四五名男子在游泳，其中一
名男子直接从南岸游到北
岸。

针对泰城近期发生的多起溺
水事件，泰安市冬泳协会副主席、
常务副秘书长王和礼提醒广大市
民：

如果不会游泳，一定不能到
公开水域游泳，由于泰山水库多
暗石、水中有漂浮物，跳水非常危
险。

不能单独下水，不能带汗下
水，酒后不能游泳，并且在下水前
要做热身运动，活动活动肩部和
腿，要提前熟悉水温和水底的情
况，下水时必须带救生圈等漂浮
物，在发生险情时，可以为施救工
作指明位置。

抽筋时，要全身放松，深吸一
口气，做勾脚动作，抓住漂浮物的
同时，向周围人求救。

如果被渔网、鱼钩缠住，要抱
紧救生圈，立即向周围人求救，以
免耗尽体力，贻误救援时机。

在施救方面，王和礼说，不识
水性的市民在碰到需要救援的游
泳者时，一定不要盲目下水。会水
者在下水施救时要把游泳圈放在
其前面，施救的同时，要让对方看
到，并且要做好疏导工作，释放安
全信号，告诉对方没有危险、要放
松、深吸一口气。此外，如果从前
面施救，容易被落水者死死抱住
发生危险，要从侧面和后面施救。

不熟悉水域
别轻易下去

▲潜水员在水
中搜索。 本
报见习记者
尹成明 摄
留在岸边的
衣服和鞋。
本报记者 张
伟 摄

提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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