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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谨防一氧化碳中毒  请看过来！
▲ 广西贵港市人民医院  王曼

在寒冷的冬季里，朋友们有使用过煤炭

取暖吗？在室内使用煤炭取暖时间长了后，

是否感觉到脑子缺氧，头晕眼花呢？部分患

者甚至昏迷，需要呼叫 120 急救……大家

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吗？

其实，这是因为煤炭在不完全燃烧时，

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一氧化碳中毒，也被称

为煤气中毒，好发于冬季，是由于空气不流畅，

人体吸入过多的一氧化碳所致。含碳物质在不

完全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当它被吸入到人

体内，由于一氧化碳与血红蛋白的亲合力极高，

所以一氧化碳极易与血红蛋白结合，形成碳氧

血红蛋白，使血红蛋白丧失携带和释放氧气的

能力，导致组织缺氧。一氧化碳对全身的组织

细胞均有毒性作用，由于大脑皮质对缺氧的耐

受性最差，因此一氧化碳中毒对大脑皮质的影

响最为严重，有些人甚至在一氧化碳中毒后变

痴呆。室内使用煤炭取暖，排烟管道排烟不通

畅或室内空气流通不畅，导致有毒气体无法及

时排出室外，会在室内积累，从而导致一氧

化碳中毒。另外，热水器或灶具安装不规范、

灶具在燃烧时被吹滴溢熄、开关启闭不恰当、

胶管老化脱落、燃料燃烧不充分、室内通风

不良、在开空调的密闭车内停留时间过长等，

也可导致一氧化碳中毒。

一氧化碳中毒的表现及预防

一氧化碳中毒，主要表现为缺氧。轻度

中毒者可能出现头痛、无力、眩晕、劳作时

喘息等症状；症状加重者面色潮红、恶心、

呕吐、意识模糊、虚脱或昏迷；重度中毒者

呈深昏迷，伴有高热、四肢肌张力增强和阵

发性或强直性痉挛，甚至并发脑水肿、肺水

肿、心肌损害、心律失常和呼吸抑制，甚至

死亡。部分急性一氧化碳中毒者经过救治后

意识障碍恢复，但经过2~60天的“假愈期”，

再次出现一系列神经、精神障碍，可表现为：

第一，不同程度的记忆力、认知能力的减退

或丧失，注意力涣散，反应迟钝，不认识亲

人，严重者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甚至

呈木僵状态；第二，精神症状：包括行为怪

异、躁狂易怒、幻觉错觉、言语错乱，或表

现为淡漠、抑郁等；第三，锥体外系症状：

表现为运动迟缓、四肢肌张力增高、静止性

震颤、姿势步态异常等，少数患者可出现舞

蹈症；第四，大脑皮质局灶性功能障碍：皮

质性失明、癫痫发作、运动性失语等。这一

系列神经系统障碍也被称为急性一氧化碳中

毒迟发性脑病。因此预防一氧化碳中毒也是

关键措施。常见的预防措施有以下几点：

使用安全的取暖设备  在冬季使用煤炭、

木炭等取暖时，要确保烟囱通畅，防止倒烟；

同时保持室内通风，避免长时间紧闭门窗；

没有烟囱的煤炉，夜间最好不要放在室内。

注意燃气、热水器安全  家中如果使用

燃气，定期检查维护；禁止将燃气热水器安

装在洗浴房间内，最好将其安装在浴室外靠

近窗户的地方，在使用燃气热水器时，要保

持室内通风。

注意管道煤气的保养  要防止管道老化、

跑气、漏气。

注意厨房设备安全  在使用燃气灶具时，

要保持通风，避免燃气泄漏。同时，定期检

查燃气管道是否老化、破损，及时更换。

定期检查和维护车辆  汽车发动机长时

间运转时，会产生一氧化碳。因此，要定期

检查和维护车辆，确保车辆正常运行。同时，

避免在密闭的车内睡觉。

一氧化碳中毒的处理原则

若不幸遇到一氧化碳中毒患者，可采取

以下措施：

切断一氧化碳来源  应立即开窗通风，

使空气流通，迅速关闭燃气 / 煤气等设施设

备，避免使用打火机等容易产生火星的物品，

以防止发生爆炸或火灾。

迅速脱离中毒环境  快速将一氧化碳

中毒者脱离现场，转移至空气新鲜、通

风良好处。解开中毒者的领扣，保持呼

吸道通畅，同时要注意保暖，防止并发

症发生。

吸氧  有条件的尽快让患者吸氧，以缓

解症状。

对于中重度患者  在进行现场急救的同

时，应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迅速转入医

院进行抢救治疗。

对于一氧化碳中毒的患者，可以给予

吸入氧气、高压氧治疗，氧气促进一氧化

碳与血红蛋白的解离，尽快纠正组织缺氧

状态，促进一氧化碳从患者体内排出，从

而缩短病程、降低患者的死亡率、减少迟

发性脑病的发生，是一氧化碳中毒治疗的

关键。同时，辅以药物降低颅内压、防治

脑水肿、促进脑细胞代谢，做好昏迷期间

护理工作、保持呼吸道通畅和营养支持，

防治并发症。

老年人常见急症的急救处理
▲ 山东省威海市立第三医院   徐琳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人的健康问

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的

衰退，容易出现各种急症。本文将介绍老年

人常见急症的急救处理方法，帮助大家更好

地应对突发状况。

心绞痛

心绞痛是老年人常见的心血管急症，

表现为胸骨后疼痛，可放射至心前区与左上

肢。急救处理：立即让患者停止活动，平躺

休息，避免情绪激动。给予患者硝酸甘油舌

下含服，如症状持续不缓解，可每 5 分钟重

复使用一次。观察患者情况，如出现呼吸急

促、面色苍白、脉搏细弱等严重症状，应及

时拨打 120。

脑梗死

脑梗死是指脑血管阻塞导致脑组织缺血

坏死。老年人由于动脉粥样硬化等原因，容易

发生脑梗死。急救处理：保持患者呼吸道通畅，

避免呕吐物阻塞。不要随意搬动患者，尤其是

头部不可剧烈晃动。如有条件，可给予患者吸

氧。及时拨打120，等待专业医护人员到来。

急性胃肠炎

急性胃肠炎是老年人常见的消化系统急

症，表现为腹痛、腹泻、呕吐等症状。急救

处理：患者应卧床休息，避免过度劳累。给

予清淡易消化的食物，避免油腻、辛辣食物。

轻度腹泻可适当补充淡盐水，防止脱水。如

症状较重，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急性哮喘

急性哮喘是老年人常见的呼吸系统急

症，表现为气喘、胸闷、咳嗽等症状。急救

处理：立即让患者脱离过敏源，保持安静。

给予患者吸氧，缓解症状。可使用沙丁胺醇

等气雾剂吸入治疗。如症状持续不缓解或加

重，应及时拨打 120。

低血糖昏迷

低血糖昏迷是老年人常见的代谢系统急

症，表现为意识障碍、抽搐等症状。急救处理：

如患者出现抽搐、呼吸暂停等症状，应立即

拨打120。在等待专业医护人员到来之前，应

保持患者呼吸道通畅，防止呕吐物阻塞呼吸

道。对于昏迷患者，应注意保暖，避免体温

过低。对于有糖尿病病史的老年人，应随身

携带糖果或含糖饮料，以备不时之需。如果

出现低血糖症状，及时监测血糖，立即给予

糖水和含糖饮料，必要时调整治疗方案。对

于反复出现低血糖的老年人，应与医护人员

沟通调整治疗方案，避免低血糖的反复发作。

突发昏迷

突发昏迷是老年人常见的急症之一，表

现为意识丧失、呼之不应等症状。急救处理：

立即检查患者是否有呼吸道阻塞，保持呼吸

道通畅。检查患者是否有心跳、呼吸停止等

严重症状，如有需要及时进行心肺复苏等急

救措施。及时拨打 120，等待专业医护人员

到来。应保持患者平躺，避免过度搬动或摇

晃患者头部。如患者有呕吐现象，应及时将

患者侧卧，清理口腔分泌物，防止阻塞呼吸

道。如患者有抽搐现象，应使用柔软物品包

裹患者手脚，避免过度扭曲或拉伸。

另外，如患者有糖尿病、高血压或是心

脏病等慢性疾病史，应告知医护人员以便更

好地进行急救处理。

总之，老年人常见急症的急救处理方法

需要我们关注和掌握。通过加强日常监测和管

理、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交活动

等措施，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处理老年人常见急

症。同时，我们应关注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

心理健康，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

让他们度过一个健康、愉快的晚年生活。

面神经炎的自我护理
▲ 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人民医院   张静

面神经炎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疾病，通

常表现为面部肌肉的无法控制，面部麻木

或疼痛。这种疾病可能会对患者的生活质

量造成严重影响。在医疗专业帮助之前或

之后，患者可以采取一些自我护理措施，

以减轻不适和促进康复。

保持面部肌肉放松

使用温热湿毛巾敷在患部，停留几

分钟，有助于缓解紧张的肌肉。使用指

尖或指尖的小动作，轻轻地在面部按摩，

特别是在颧骨和下巴附近。按摩时动作

轻柔，避免用力按压。避免过度用力或

过度使用面部肌肉，尽量保持面部肌肉

的轻松状态，避免过于剧烈的面部表情，

例如大声笑。

控制疼痛和不适

如果感到疼痛，可以服用非处方止痛

药，如布洛芬或对乙酰氨基酚，但使用这

些药物时务必严格按照医生的建议或药品

标签上的剂量指导使用。不要超过推荐的

剂量，以免引发副作用或健康问题。使用

冰袋或热敷来减轻面部疼痛，但避免直接

皮肤接触，可以用干净的布将冰袋或热水

袋包装起来，以免引发灼伤或冷烫伤。然

后轻轻地将其放在疼痛区域，保持在患部

约15~20分钟，然后休息一会儿，再次使用，

但不要超过 30 分钟。

维持适当的面部卫生

清洁面部时可以选择无刺激性的洗面

奶或洁面产品，避免使用含有刺激性成分、

香料或酒精的产品。使用温水清洁面部，

清洁时动作要轻柔，避免用力搓揉或摩擦

皮肤。用指尖轻轻打圈按摩洗面奶在脸上，

特别是在 T 区（额头、鼻子和下巴）和其

他容易出油的区域。不要用力扯动或摩擦

皮肤，以免引发更多的不适。面神经炎可

能会导致面部皮肤更容易干燥，因此使用

无刺激性的面部保湿霜有助于维持皮肤水

平的湿润。选择不含香料或刺激性成分的

保湿霜，以防止进一步的不适。

避免诱发因素

避免过度暴露在冷风或强烈阳光下，

在寒冷的天气中，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

活动，或者戴上合适的围巾、帽子和口

罩，以保护面部免受寒冷刺激。减少精神

压力，学会应对压力的方法，如深呼吸和

冥想。如果感到情绪压力过大，不要犹豫

寻求支持。与朋友、家人或专业心理医生

交流，分享您的感受和困扰，可能有助于

缓解情绪压力。避免或减少摄入刺激性食

物和饮料，如辛辣食品、咖啡因和酒精，

避免使用刺激性皮肤护理产品或化妆品，

以减少皮肤刺激。吸烟和过量饮酒可能加

重面神经炎的症状，因此最好戒烟并限制

酒精摄入。

合理的营养和液体摄入

饮食均衡，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碳水

化合物、健康脂肪、蔬菜和水果。摄入维

生素 B 和微量元素，如瘦肉、家禽、鱼类、

豆类、绿叶蔬菜、坚果和全麦食品等。确

保每天喝足够的水，以满足身体的需求。

饮用足够的水也有助于稀释体内的有害物

质，从而减轻身体的负担。如果有特殊的

饮食需求或疑虑，建议咨询医生或营养师，

以根据您的个人情况提供有针对性的饮食

建议。

面神经炎虽然可能会给生活带来不便，

但通过自我护理措施，您可以减轻症状并

促进康复。尽管这些方法可以在日常生活

中缓解不适，但在面神经炎的治疗和管理

中，要始终遵循医生的建议，并及时寻求

专业医疗帮助以确保最佳的康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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