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9身边2014年11月17日 星期一 编辑：刘春雷 美编：石岩 组版：洛菁 <<<<

煤煤气气从从厨厨房房漫漫到到卧卧室室，，三三人人中中毒毒
专家提醒：冬天生炉子一定要通风

本报济南11月16日讯（记者
王茂林） 供暖季正式到来，我们准
备迎接冬天。从省气象台一周天气
预报来看，新一周预计有两次弱冷
空气活动，对降温影响不大，周日我
省大部地区可能有小雨。周六，我们
将结束“立冬”节气，迎来冬季的第
二个节气“小雪”。

具体天气预报如下：
16日夜间到17日白天（周一），

半岛北部地区天气阴有小阵雨转多
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
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
区0℃左右，其他地区4℃左右。

17日夜间到18日白天（周二），
全省天气晴到少云。最低气温：鲁西
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
左右，其他地区3℃左右。

18日夜间到19日白天（周三），
全省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西
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左
右，其他地区4℃左右。

20日（周四），全省天气晴转多
云。

21日（周五），全省天气多云转
晴。

22日（周六），全省天气晴转多
云。

23日（周日），全省天气多云转
阴大部地区有小雨。

本周气温平稳

周日或有小雨

茂林谈天

每到冬季天气变冷时，
总会发生一些煤气中毒事
件，甚至夺去人们的生命。专
家提醒，用炉子取暖的家庭，
要多注意通风散气，一旦出
现胸闷、头晕等不适症状，务
必马上开窗，及时就医。

15日晚上，济南的李先生像
往常一样，把自家正在厨房中燃
烧的炉子封好后，便与老伴、孙子
一起上床睡觉了。可是，他唯一忘
记的就是关上厨房门。不知不觉
中，炉子因不充分燃烧而产生的
一氧化碳便穿过厨房，渐渐弥漫
到了卧室。

半夜，李先生的孙子起来上
厕所时，感到不舒服，赶紧把自己
的情况告诉了爷爷奶奶。此时，三
人均出现了头晕现象。李先生的
老伴马上给儿媳打了电话，儿媳
叫来了许多亲戚，合力将三人送
往济南市中心医院。

三人的主要症状均为头晕，
其中李先生的孙子在送往医院的
途中还出现了呕吐现象。入院后，
三人被迅速送往高压氧科治疗。

16日上午10点半左右，经过
高压氧治疗后，李先生和老伴被
转入急症科病房，正在吸氧。而正
在念小学的孙子似乎已经完全康
复，活泼好动，看上去精神很好。
中午，病情稳定的祖孙三人出院。

忘关房门

煤气弥漫卧室

本报见习记者 王晓莹

本报记者 李钢

像李先生祖孙三人这
样的情况不在少数，每年都
有不少因取暖而发生的一氧
化碳中毒事件。16日，在济南
市卫计委举行的大型义诊活
动上，专家提醒，11月是秋冬
季更换之季，温度骤降，要注
意保暖预防疾病复发，同时
要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专家介绍，一氧化碳中
毒的最初症状，可出现头
晕、头痛、恶心、呕吐、心悸、
乏力、嗜睡等，医学上称为
轻度中毒，此时如能及时脱
离中毒环境，吸入新鲜空
气，症状可迅速缓解。但若
到重度中毒，则可发生脑水

肿、肺水肿、休克、应激性溃
疡、大脑局灶性损害，受压
部位可出现类似烫伤的红
肿、水疱，甚至坏死。

专家提醒，如发生一氧
化碳中毒，要立即打开门窗
通风，迅速将患者转移至空
气新鲜流通处，卧床休息，
保持安静并注意保暖。同
时，要确保呼吸道通畅，对
神志不清者应将头部偏向
一侧，以防呕吐物吸入呼吸
道导致窒息。

轻度中毒者，经数小时
的通风后即可恢复，对中、
重度中毒者应尽快向急救
中心求救送医。

对如何预防，济南市中
心医院高压氧科的一位医
生告诉记者，“首先，生炉子
的燃料一定要保持干燥，太
潮湿的蜂窝煤、木柴等容易
不完全燃烧，从而产生一氧
化碳；其次，要确保炉子的
密封性。密封性差的炉子容
易将一氧化碳释放到室内，
威胁健康；再次，如果炉子
烟囱是朝南向的，尽量让烟
囱拐个弯，避免南风将一氧
化碳吹回室内；第四，用炉
子取暖的家庭，平时要多注
意通风散气，一旦出现胸
闷、头晕等不适症状，务必
马上开窗，及时就医。”

发生中毒，要立即开门窗通风

16日上午，李先生正在急症科病房中治疗。 见习记者 王晓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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