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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预防和应对踩踏事故
据新华社 上海外滩陈毅广场拥

挤踩踏事故再次敲响安全警钟。在
人多拥挤的环境下，很容易引发拥挤
甚至踩踏。如何预防踩踏事故的发
生？遭遇拥挤环境时，如何逃生、自
救和互救？

四川省急救中心主任胡卫建认
为，预防踩踏事故最好的方法是提高
公众的安全避险意识，避免到人多拥
挤的地方。一方面，政府需要制定完
善的应急处置预案，另一方面，公众
的自我保护意识也亟待提高。在空
间有限、人群又相对集中的场所，比
如球场、商场、楼梯、影院、景区等，一
定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留心出口和
紧急通道。

胡卫建介绍，为了控制人流量，
2014年国庆期间，四川九寨沟启用了
国内首款利用大数据预测客流的系
统，该系统可以预测未来三日内前往
九寨沟的游客数量，有效防范出现游
客滞留情况。这种利用大数据方法
控制人流量的办法也可以借鉴。

“安全急救教育需要走在前面，
而不是事后。”四川省红十字应急救
援救护中心高级讲师辛罡说，目前普
通市民掌握急救知识的状况不太乐
观，面对突发事件时，很多人都不具
备基本的急救常识。他呼吁市民能
够主动学习急救知识，一旦意外或灾
难发生时，能够第一时间展开自救或
互救。

辛罡建议，可以下载一款简单实
用、科学权威的急救软件——“急
救”。该软件依据《红十字会与红新
月会国际联合会急救与复苏指南》
（2011 年版）制作完成，主要分学习、
预防、应急、测试、信息等五项主要功
能，包括出血、骨折、中风、心脏病发
作等 21 种常见伤病的紧急处置方
法。软件内置了真人视频和图解动
画，既能帮助使用者学习急救知识，
也教授防灾避险的方法，在危急时刻
还能指导使用者按步骤进行正确的
自救互救，增加普通人的急救常识。

遭遇踩踏事故时如何自救和互
救？辛罡建议，一旦遇到人流拥挤的
情况，不要慌乱、保持冷静，不要逆向

人流，尽量顺着人流方向移动。同
时，寻找附近牢固物体进行依靠。如
果摔倒了，立即将双臂交叉环形护住
头和胸腔。因为踩踏事故中，很多人
是窒息而死，用这个姿势不仅可以保
护身体的重要部位，还可以预留空间
保持呼吸，增加获救机会。

对于现场他救，辛罡说，一般救
命的黄金时间是4到6分钟。踩踏事
故中比较容易发生骨折和挤压伤。
对于骨折伤，切忌随意移动伤肢。附
近的人可以用衣服、毯子等软垫包裹
伤肢，保持固定位，等待救援。

辛罡说，踩踏事故中还很容易出
现窒息情况，如果一旦发现有人没有
自主呼吸，旁边的人应该立即对其进

行胸外按压。一只手的掌根放在患者
胸部正中，双手重叠，十指相扣，掌心
翘起，垂直按压。用力向下按压胸部
正中，然后放松，再用力、快速按压，保
持每分钟大于100次的按压频率，直到
医护人员到达。胸外按压能够保持包
括脑部在内的重要脏器血液供应，延
缓脑死亡，为救命争取有效时间。

“胸外按压是基本急救常识，一
般人都应该掌握。”辛罡说，徒手心肺
复苏被国际上认为是最有效的抢救
呼吸心跳停止病人的方法。但是，目
前普通民众对这些基本的急救方法
并不熟悉，还需要加强应急救护宣传
教育和培训，提高公民安全素质。

■董小红

据新华社 从“一斤哥”到“六斤
哥”，再到“八斤哥”，拼酒视频迅速
引爆网络。专家提醒，人酒量大小
取决于体内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
酶的含量，基本上是天生的，饮酒劝
酒都要注意“度”。

武汉同济医院消化内科周琦副
教授说，人体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
氢酶是将酒（主要成分乙醇）转化为
水的关键因素，酶含量少则乙醇转
化为水的速度较慢，人容易醉，酒量
小，反之则酒量大。这两种酶的含
量存在明显种族差异，一般而言，欧
美人体内普遍含量较高，酒量较大。

若像网络视频中急性大量饮

酒，将对人体造成很大伤害。摄入
体的乙醇基本上都在肝内分解代谢
并氧化为乙醛，乙醛能使肝脏代谢
发生障碍，导致肝细胞变性坏死及
纤维化，同时易导致胃内弥漫性出
血，甚至是急性胃黏膜病变等。周
琦坦言，即便是这么短时间内饮用
4000 毫升水，也可能导致急性胃扩
张或水中毒造成死亡。

专家提醒，劝酒饮酒一定要注
意适度，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喝
醉后尽量不主动呕吐，该行为易对
胃和食管造成伤害，甚至造成贲门
粘膜撕裂，导致消化道大出血，最好
寻求医生帮助。 ■黎昌政

据新华社 近日，济南市民周先
生牙齿疼痛难忍，几个晚上都没睡
好觉，还引起头痛、脸部出现肿胀等
状况，吃饭张不开嘴，喝水吞咽难
受，给工作和生活造成极大不便。

“这是典型的智齿冠周炎。智
齿生长不好，出现了蛀牙，引起发
炎。”山东省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
科主治医师李涛经过诊断介绍说，
智齿又称第三磨牙，是20岁左右长
出的牙，目前大多数人的智齿长不
好。如果智齿不能完全长出或长
得不正，可能会导致牙冠部分暴露
于牙龈外，使牙龈与牙体之间形成
一个又窄又深的缝隙，容易积存食
物碎屑和细菌，日复一日，这些食
物残渣就会“躲在”间隙里面，成为
细菌繁殖的“温床”。

李涛说，即使刷牙、漱口，缝隙

里的食物残渣也不容易清除。在
正常情况下，细菌所造成的危害并
不明显，但在感冒、免疫力降低时，
局部细菌毒力就会增强，这颗“定
时炸弹”就会乘虚而入，导致急性
炎症，这就形成了智齿冠周炎。

李涛提醒，智齿冠周炎由于症
状轻微，常被患者忽视而延误治疗，
致使炎症迅速发展，病情加重。若
治疗不彻底，就会变成慢性炎症，对
邻牙也有损害，还会引起面部软组
织感染，并向头面部扩散。

李涛建议，应经常注意口腔清
洁卫生，吃完东西后及时刷牙漱
口。如果出现冠周炎的症状，要及
时就诊清洗上药，方可痊愈。若有
反复发炎的阻生智齿应尽早拔除，
但孕妇、高血压、心脏病、血液疾病
等人群不能拔牙。 ■周科

智齿反复发炎应尽早拔除

据新华社 记者从湖南省儿童医
院获悉，近日医院收治1名捂热综合
征患儿，目前病情危重。专家提醒，
捂热综合征是婴儿在寒冷季节中较
为常见的急症之一，多发生于1周岁
以下的婴儿，家长不要给孩子过度
保暖或捂闷过久。

据湖南省儿童医院介绍，江西宜
春市2个月的患儿西西近日得了捂热
综合征。家长晚上带西西睡觉时担
心孩子受凉，给孩子穿得多，又给孩
子加盖厚棉被，第二天起床才发现孩
子体温高，身上大汗淋漓，反应迟钝。

由于孩子病情危重，西西近日
被紧急转往医院重症监护室。目前
孩子仍未恢复意识，处于昏迷中，依
靠呼吸机辅助呼吸。据了解，孩子
目前有多器官功能衰竭，随时会有

生命危险。
专家指出，婴儿患捂热综合征

后如果处理不及时，甚至可导致婴
儿在短时间内突然死亡，病死率高
达18%以上。

专家提醒，冬天给婴儿穿戴过
度或将婴儿捂在被子内，可使婴儿
发生“捂热综合征”。初生婴儿最
好不要与父母同床，家长尽量不要
让孩子睡在中间，以免宝宝不能散
热而出现冬季“中暑”。外出时，应
使用透气性好的小包被适当包裹
婴儿，不要把婴儿头部盖得太严。
一旦发现孩子体温升高、出汗过
多、脸色发红、呼吸加快，应尽快松
解包被散热，将婴儿移至空气新鲜
的地方，并用温水擦浴或冷毛巾湿
敷婴儿头部。 ■帅才

婴儿冬季“中暑”生命垂危

据新华社 湖南长沙一名小学一
年级的学生6岁的元元（化名）近日
饭量大增，人却越来越瘦，家长带他
到医院查血糖，竟然高出血糖仪的
最高数值，直接“爆表”。记者了解
到，元元患上了糖尿病，而类似元元
的糖尿病低龄儿童越来越多。

记者从湖南省人民医院了解
到，元元是长沙开福区某小学一年
级学生，大约从一个月前开始，小家
伙的饭量明显增加，除此之外，他喝
水和上厕所的次数多了起来。奇怪
的是，小家伙食量越来越大，人却越
来越瘦，还一天到晚无精打采。

家长近日带元元来到湖南省人
民医院就诊，一测血糖连护士都被
吓了一跳，血糖仪的最高值是33.3，
他已经超出这一数值，测不到了。
检查还发现，元元不仅患上了I型糖
尿病，还出现严重的糖尿病酮症酸
中毒并发症，必须立即住院治疗。

湖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张弛教授告诉记者，I型糖尿病由免
疫与遗传方面的因素触发，患者体
内的胰岛细胞受损，无法分泌人体
必须的胰岛素，因此必须终身注射
胰岛素，并严格控制饮食、适量运
动、定期监测血糖。

张弛教授说，近年来，儿童 I 型
糖尿病的发病率明显增加，这与人
工喂养、过早添加辅食和病毒感染
等因素密不可分。研究表明，喝牛
奶的孩子患 I 型糖尿病的几率要高
于吃母乳的孩子。小孩出生后过早
接触麸类食物如面粉、面筋等，以后
患I型糖尿病的几率也要高一些。

张弛教授提醒，要预防孩子患Ｉ
型糖尿病，除了保证母乳喂养时间、
不要过早添加辅食外，还应尽可能避
免孩子感染病毒，比如少去人多的地
方，在冬春病毒流行季节，尽可能减
少孩子接触病毒的机会。 ■帅才

6岁儿童测血糖“爆表”

据新华社 记者近日走访多家
医院和诊所发现，呼吸道疾病患者
骤增。专家提醒，天寒时节，市民
应多注意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尤其
是体质较弱且有哮喘、支气管炎等
慢性疾病患者更应注意预防疾病
的复发。

山东济南市疾控中心主任张
济介绍，入冬以来，由于冷空气增
强，气温偏低，昼夜温差大，人们主
要集中在室内活动，易造成通风不
畅，空气质量下降，引起流行性感
冒、普通感冒、流行性腮腺炎、水痘
等呼吸道疾病。其中，流感易在集
体单位暴发，流行性腮腺炎多为成
年男性患者。

张济提醒，市民在室内活动时，
应注意适当打开窗户，保持空气流
通和清洁，同时注意防寒保暖，增加
体育锻炼；托幼机构、学校应加强
晨检，及时发现和隔离病人，做好
日常消毒工作，对易感儿童可接种
流感、腮腺炎及水痘疫苗进行免疫
预防；在流感流行季节，应减少到
公共场所或空气混浊场所活动，如
出现类流感症状者，应及时就诊治
疗和休息。

此外，患有慢性疾病、老年人、
体弱者等人群应用流感减毒活疫苗
进行接种免疫预防，一些体质较弱
且有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冠心病等
慢性疾病患者更应注意预防疾病的
复发。 ■周科

卫生部原部长高强日前公开吐槽药物审批，全国
目前七八千种药，但却批出来十八九万个药号；一种

药有几十个号，同样的药品药价相差十几倍。高强直言“几个人关着门批
药，能不腐败？”。寥寥数语，直指药品“关门审批”是腐败之源。

这种“关门审批”最终留给社会的恶果是高价低质的药物，以及医药产
业畸形发展。一些医药企业通过在旧药里增加一些无效成分，使之成为

“新药”，定上高价。大量高价“新药”的面市，削弱了政府抑制药价虚高相
关政策的调控效果。医药企业则普遍忙于攻关审批注册新药，研发能力始
终得不到提高，这也损害了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一些药品在疗效不高、
安全性研究不足的情况下进入市场，给安全用药带来隐患。这些虚高的药
价、安全性缺失的药品，最终需要普通患者为之买单。

破解药品审批领域腐败，关键在于打破“关门审批”运作方式，让审批
决策过程变得公开透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这对药品审批来说同样适
用。而针对当前药品“关门审批”已经暴露出的问题，则必须加大反腐力
度，彻底挤出药价中黑色的贪腐成本。 ■新华社 商海春

内部操作

“拼酒”风险大 饮酒注意“度”
据新华社 天寒地冻，不少爱

美女士着薄衣丝袜“楚楚冻人”，结
果长出红疙瘩，被专家诊断为寒冷
性荨麻疹。专家提醒，爱美女士冬
季勿忘保暖，警惕寒冷性荨麻疹
来袭。

90 后女孩韩某有一双漂亮纤
细的长腿，她尤其钟情大衣短裙加
丝袜的穿着。前几天武汉气温降
到零摄氏度以下，她在寒风中等了
半个多小时公交，冻得直哆嗦，上
车后感觉双腿又疼又痒，用手一摸
发现很多小硬结，在办公室待会儿
后消失，一连几天都如此，在武汉
协和医院皮肤科被诊断为寒冷性
荨麻疹。

最近武汉协和医院收治了不少
寒冷性荨麻疹患者，都是年轻爱美
女士。皮肤科副教授林能兴说，寒
冷性荨麻疹分获得性荨麻疹和遗传
性荨麻疹两种，获得性荨麻疹患者
多为年轻女性，在严寒刺激下，因细
胞释放出更多组织胺而发生寒冷性
荨麻疹。爱美女性吹冷风碰冷水
后，如出现瘙痒性红斑或风团，应警
惕寒冷性荨麻疹。 ■黎昌政

专家提醒I型糖尿病患儿增多

“楚楚冻人”警惕
寒冷性荨麻疹

天寒时节谨防
呼吸道传染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