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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急救 小心六大误区
请你在开始阅读以下文字前，先回想几个问题。当你吃饭时，有鱼刺卡在食道上，你是不是会用喝醋或

者吞咽馒头等食物的办法？流鼻血了，你是不是会抬起头并把纸巾塞进鼻腔来止血？如果你的答案都选择

了是，那么，就请你更加仔细地阅读本文。

日常生活遇到受伤、突发疾病的情况时，免不了会依据自己的经验来处理，但其实日常的经验仍有许多陷阱

和误区。如果处理不当，一些所谓的“经验”也会导致病情、伤情的加重，甚至造成生命危险。本报记者采访了安

徽省急救中心急救科的四位专家，从他们多年来的急救案例中挑选出最常见、最典型的误区。刘冬梅记者董方

1、摔伤或出血

专家支招：安徽省急救中心

急救科科长、副主任医师胡景春

表示：老人或者儿童摔伤后家人

尽量不要随意移动，24小时内采

用冷敷的方法，24小时后帮助伤

者活血化瘀，配合使用软膏、红花

油等。若伤者皮肤擦伤，可以使

用冷开水或淡盐水冲洗，出血部

位可以用干毛巾止血。处理这种

意外伤害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耽误

最佳急救时期。

误区：跌倒引起的某些部位

出血，切记不要将止血带绑得太

紧，以出血停止即可。同时要将

止血带的位置暴露或标记。

2、烫伤

专家支招：安徽省急救中心

急救科科长、副主任医师胡景春

表示：一旦发生烫伤后，立即将被

烫部位放置在流动的水下冲洗或

是用凉毛巾冷敷，如果烫伤面积

较大，伤者应该将整个身体浸泡

在放满冷水的浴缸中。可以将纱

布或是绷带松松地缠绕在烫伤处

以保护伤口。

误区：有人会采用冰敷的方

式治疗烫伤，但冰会损伤已经破

损的皮肤导致伤口恶化，因此不

能用冰敷的方法。也不要随便将

抗生素药膏或油脂涂抹在伤口

处，这些黏糊糊的物质很容易沾

染脏东西。应当注意的是，烫伤

药只能作为后期处理办法，最有

效的办法就是用自来水冲洗。

3、手指切伤

专家支招：安徽省急救中心

急救科副科长、主治医师张群表

示：如果手指不慎切断，常温下，

六个小时内接上的可能性还是很

大的。家属必须妥善保管好断

指，如果短时间内能到达医院，直

接用干净的食品袋包好即可，若

路途很长，则需要用保鲜膜包好

后再在膜外敷上冰块。

误区：切忌不可让断指与冰

块直接接触！

4、脑溢血 、心血管

专家支招：安徽省急救中心

急救科副科长、主治医师张群表

示：及时拨打 120，不要自主地将

病人送去医院，这个时候乱动病

人只会使病情迅速恶化。若明确

病史，有药物的可以舌下含服，但

切记禁食禁水。另外家属可用冰

袋或冷毛巾敷在病人前额，以利

止血和降低脑压。

误区：家属要冷静，切勿为弄

醒病人而大声叫喊或猛烈摇动昏

迷者。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不知

道正确急救措施就不要随意抢

救。

5、鱼刺卡嗓

专家支招：安徽省急救中心

急救科培训组组长、主治医师王

二松表示：最好请人在直视下用

手或镊子取出。

误区：喝醋效果不佳，吃饭和

馒头可能导致刺卡得更深。如果

仍旧解决不了问题，可以接受120

现场指导或者送去医院拔刺。

6、小孩高热惊厥

专家支招：安徽省急救中心

急救科培训组组长、主治医师王

二松表示：小孩子高热惊厥会导

致发烧、抽筋，应当采取物理降温

的方法退烧。另外可以在小孩子

的嘴里塞一把牙刷或一支筷子，

以防止抽筋咬伤舌头。

误区：这只是一种常见的儿

童疾病，要冷静对待。切忌将高

热的小孩用衣物、厚被子包裹起

来发热，这样形成的高温孩子的

身体会受不了。

网友建议 专家支招

暴雨“倾城”自救攻略

近日，“暴雨来临

时如何自救”成为网友

们关注的话题。当暴

雨把城市变成“海”，人

们应如何应对？在微

博上，网友们就暴雨事

件进行总结，晒出了各

种“求生攻略”，专家也

为其支招。

冯召娣 记者 王珊珊

险情1 水中触电

网友建议：发现高压线

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

要远离，不可触摸或接近；若

遇到断裂的电线搭在地上的

积水中，而你不得不通过积

水时，可依靠单脚跳过积水。

专家支招：网友的说法

基本正确，但需注意的是，若

有人在水中触电，周围市民

在展开救援时，应提前让电

力部门关闭电源，若救援时

已经雨停，可用绝缘体将触

电者与积水分开。

险情2 厂房倒塌

网友建议：狂风暴雨来

临时，应尽快避开危险建筑，

就近迅速向山岗、楼房高层

等地转移。

专家支招：网友的说法

比较正确，现在很多厂房建

设都采取钢架结构，如遭遇

狂风暴雨的冲击，很容易倒

塌。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

土坯房内部、房顶、墙根及周

围经不起水浸，在危险来临

之前，市民应及时撤离危险

建筑物，尽快寻找位置较高

的安全地段，等待救援。

险情3 雷击身亡

网友建议：雷电通常会

击中户外最高的物体尖顶，

所以雷雨天气时不要停留在

高楼平台上，在户外空旷处

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

等；不宜在大树下避雷雨，万

不得已，须与 树干保持 3 米

距离，下蹲并双腿靠拢；在户

外遭遇雷雨却来不及离开高

大物体时，应马上找些干燥

的绝缘物放在地上，然后坐

在上面，并将双脚并拢放在

绝缘体上。

专家支招：除了网友所

说的这些外，遇到雷雨天气

时，要远离建筑物外露的水

管、煤气管等金属物体及电

力设备。

险情4 大水围困

网友建议：平时备好应

急食品、水、药品、救援绳索

等物资；迅速向屋顶、高楼等

处转移；如果被洪水围困，寻

找门板、洗衣盆、衣柜等作为

逃生用具；如果无法逃脱，将

手机集中起来，只留一个开

机，等待救援，这样能尽可能

长时间地寻求外界救援。

专家支招：除了平时做

好准备，在这种情况下，被困

人员要立即找到被困地的制

高点站立，等待救援。如果

当时通讯工具无法正常使

用，应该使用烟火、光照、燃

烧衣物等方法，让救援人员

知道你的所在地。

120 急救电话呼救时一定要

镇静、准确、清晰地讲；

伤病员现在所处的详细地址

以及等救护车的地点。家中呼救

时，要讲清家庭住址。在室外呼

救时，要讲清方向。

伤病员的主要症状或情况，

如晕厥、昏迷、呼吸困难、胸痛、吐

血、中毒、车祸以及神志是否清楚

等，群体伤要说出大致受伤人数、

伤势、性别以及年龄分布等情况；

留下伤病员的联系电话或现

场报警人的联系电话，以便再联

系。报警人在救护车找到伤病员

前不要离开现场；要在对方挂断

电话以后才能放下话筒。

在等候救护车达到前，应派

专人到路口或小区大门口等候救

护车，看到救护车及时招手呼救

或打灯光示意。

移开楼道、院落中可能影响

搬运伤病员的障碍物。准备好去

医院所必须的物品，如医保卡、现

金、老病人要带上以前的门诊病历、

检查报告单等。随时保持联系电

话通畅，如果救护车没有到达，可

再打电话询问情况。

如何拨打120急救电话？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