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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文晔 何嫄 图文报道

本报讯 6月30日前，钟
楼区消防救援大队将在全区
持续开展防火门专项整治行
动。

防火门是重要的消防设
施，具有一定的耐火完整性
和隔热性，火灾发生时能有
效阻止火势和烟气的蔓延，
确保人员疏散和财产安全。
经调查，钟楼全区范围内社
会单位常闭式防火门处于常
开、防火门闭门器脱落、防火
门变形等消防安全隐患较为
普遍，钟楼区消防救援大队
因此持续开展防火门专项治
理行动。

此次行动中，钟楼消防

发动相关行业部门、乡镇街
道、公安派出所、社区等对医
院、养老院、福利院、学校、宗
教场所、商场市场、宾馆饭
店、公共娱乐场所、多业态混
合经营场所、高层住宅小区、
电动自行车库、汽车库以及
其他安装使用防火门的既有
建筑进行拉网式排查，做到
全面仔细，没有遗漏。同时，
督促社会单位加强日常管
理，提升消防安全本质水
平。针对无法立即整改的进
行登记造册，派专人实时跟
踪督导，确保排查整治“零死
角”。此外，还广泛开展“敲
门入户”宣传活动，借助媒体
宣传专项治理工作，发动单
位开展自查自改，全力筑牢
社会面“防火墙”。

钟楼消防持续开展
防火门专项整治行动

■常消 何嫄

本报讯 日前，我市一名
男子只因趴在窗口时猛一探
身，就坠落到被广告牌包裹
的平台上被困住了，无奈之
下只能向常州消防求助。

当天，常州市消防救援
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
新北区一处农贸市场有人被
困在二楼设备平台，消防救
援人员立即出动前往处置。
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被困住
的是一名年轻男子，因所处
的平台外被广告牌包裹，几
乎没有救援空间，但通过楼
上窗口查看时，消防员们发

现空调外机之间仍有狭小空
间可供救援。

做好防护后，消防员携
带了一套安全吊带，从空调
外机之间的缝隙下到设备平
台，找到被困男子后带其走
到救援窗口，并为被困人穿
上安全吊带，再由楼上的消
防员将这名被困男子提升上
3楼。经过约 20分钟的救
援，该被困男子被成功救出。

据了解，该男子是来这
里的3楼台球厅打台球的。
事故发生前，他趴在窗口休
息时，因身体探出窗外失去
平衡，不慎坠落到了2楼设
备平台，才造成了“井”底窘
境。幸运的是，他并未受伤。

男子探身窗外 不慎坠落被困

无毒菜花蛇

消防员用捕蛇器捕蛇

尧塘街道一处民房里的菜花蛇

■何嫄 常消 图文报道

天气回暖，仲春风景吸引了
众多市民闲暇时去往户外，但蛇
虫频繁出没、蜂类愈发活跃。记
者16日从常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获悉，3月至今，消防员们已经接
到了市民前来求助抓蛇的警情97
起，还有关于马蜂窝处置的警情
224起。常州消防提醒市民，屋内
室外，大家的安全防护知识要进
行“季更新”了。

蛇出没，相遇时切莫惊慌

“有条蛇盘踞在窗户上，太吓
人了，请来帮帮我们！”15日凌晨，
金坛区尧塘街道一处民房发现了
蛇的踪迹。接到市民的报警后，
消防救援人员快速赶到现场，发
现造成惊吓的是一条菜花蛇。这
种蛇又叫王锦蛇，是一种体形较
大的无毒蛇类，因其身体上有如
油菜花一般的黄色斑纹，所以在
民间被广泛称为菜花蛇。消防员
迅速用捕蛇器将其抓住，并带到
远离居民区的野外放生。

这样蛇出没的事件，近来并
不在少数。14日中午，武进区大
学新村一社区同样出现了菜花
蛇。接警后，消防员赶到现场，用
了不到10分钟就把这位“不速之
客”给请走了。13日，牛塘镇有处
商店的仓库内也出现了蛇，同样
被消防员利用捕蛇器成功捕获并
放生。

“菜花蛇在我们国家分布很
广，是包含王锦蛇在内的多种常
见蛇类的统称，因其颜色和花纹
而得名。它们的食物来源很广
泛，除了捕食鼠类、蛙类、鸟类等，
有时也会捕食其他的蛇类。”曾多
次参与抓蛇的消防员表示，由于
菜花蛇的主要食物之一是老鼠，
而乡村或绿化茂盛的地方大多有
老鼠存在，菜花蛇也就经常出没
在附近，甚至会进入市民的家
中。因其能保护农作物、粮食不
受老鼠侵害，往往被人们称为“家
蛇”，属于无毒有益的蛇类。但由
于它们性情凶猛、攻击性较强、体
型较大，猝不及防出现时不免让
人胆寒。

据资料显示，江苏分布有近
30种蛇。其中，常见的无毒蛇有
黑眉锦蛇、王锦蛇、玉斑锦蛇、乌
梢蛇等，常见的毒蛇有短尾蝮、尖
吻蝮蛇、竹叶青等。消防员到达
现场后，往往会做好一定的防护
后再进行相关处置。

常州消防建议，市民如在家
中遇到蛇类，不要自行驱赶，应及
时撤离房屋并把门窗关闭好，防
止其乱窜，并迅速报警求助，等待
专业人员前来抓捕。日常应注意
关闭好门窗，家中、院内避免种植
大量植物，并在院子外围喷洒雄
黄等驱蛇药物。外出踏青时，建
议不要进入无人打理的茂密山
林，更不要轻易翻动草丛、石块或
者洞穴。蛇类一般不会主动攻击

人类，听到响动会提前离开，因
此，市民在丛林中穿行时，可使用
棍子左右敲击，避免因无意踩到
蛇而被攻击；如相遇，也可缓慢退
到安全地带，或者声东击西来转
移其注意力以避开攻击。如果不
小心被咬了，应马上拨打救援电
话，并告知蛇类特征，方便专业人
员判断品种，从而帮助医护人员
携带正确血清前往现场救治。

被蜂蜇伤，迅速处理并就医

15日上午，新北区罗溪中心
小学出现了马蜂窝，担心孩子们
被蜇，学校报警求助。消防救援
人员迅速出动前去处置。到场
后，他们先疏散了人群，并穿好防
蜂服，用火烧法将这个较大的马
蜂窝烧掉。在同一天下午，武进
区嘉泽镇谢家村一户民居附近也
出现了需要摘取的马蜂窝，消防
救援人员到现场后用半小时左右
处置完毕。

“当下是马蜂活跃的季节，户
外或郊游时被马蜂蜇伤的人不在
少数。蜂刺一旦残留在人体内，
会持续不断释放生物毒素，并在
人体内形成强烈的免疫反应，轻
则引发疾病，严重可危及生命。”
曾多次参与马蜂窝处置的乡镇专
职消防救援队队员说，每到春夏，
马蜂窝处置警情就相对集中，他
们会迅速处置较大且离市民生活
区域较近的马蜂窝，而对于处在
人迹罕至野外的马蜂窝，则无需
过度处置。

马蜂爱蜇的人群有两类，分
别是侵犯了其活动区域的和带有

马蜂较为敏感的气味的。居民无
意识侵犯马蜂活动区域时，会引
发马蜂攻击；而马蜂对化妆品、食
物调料中的香味剂等气味比较敏
感，容易攻击使用过化妆品的
人。被马蜂蜇伤后，往往会出现
红肿且疼痛难忍的症状。一般说
来，被超过30只马蜂蜇伤就可能
导致死亡。被蜂群严重蜇伤，或
者被蜇者对蜂毒过敏，一定要分
秒必争，尽快将伤者送往医院抢
救。

常州消防建议，户外活动时，
如蜂停落在头上、肩上，轻轻抖落
即可，不要拍打。防蜂四大绝招：
一是外出时最好不要使用香水、
发胶等香味浓郁的化妆品；二是
外出最好穿灰色、棕色或白色衣
服，因为鲜艳的服装和艳丽的饰
物容易吸引毒蜂；三是携带的甜
食和含糖饮料要密封好，因为类
似于花香的气味特别招蜂类喜
欢；四是不招惹、捕捉蜂类，远离
蜂巢蜂群。如果有人不小心引发
蜂群攻击，千万不要四处乱跑，应
就地蹲下，用随身携带的衣物遮
挡头、脸和身体其他裸露部位，耐
心静候蜂攻击平息，再慢慢离
开。千万不要试图反击，否则只
会招来更多的攻击。此外，人头
部神经最集中，而毒蜂的毒素可
以麻醉神经系统，所以蜇在脸上
比蜇在手上和腿上要严重许多。

3月至今，消防接报求助抓蛇警情97起，处置马蜂窝警情224起——

蛇虫出没、蜂类活跃，市民要注意安全防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