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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春 三院宣

本报讯 55 岁的李先生不
小心被树枝刺伤，没想到竟得了

“破伤风”，甚至住进了ICU。幸
好经过市三院的悉心治疗，目前
李先生已经转危为安。

入院前，李先生右手手指曾
被树枝刺伤，当时没有太当回
事，只是自行处理伤口，也没有
注射破伤风抗毒素。10天后，李
先生突然出现张口受限、言语困
难、无法进食、不能咳痰、腰背部
疼痛、无法行走等症状，被紧急
送至市三院急诊科。经重症医学
科会诊后，李先生被确诊为破伤
风梭菌感染，为重症破伤风。

“患者入院时病情较重，我
们立即为他伤口清创，注射破伤
风免疫球蛋白，抗感染治疗；并
进行气管切开，保证呼吸道通

畅，进行持续深度镇痛、镇静，控
制肌肉的痉挛抽搐，同时予营养
支持、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等综合
治疗。”市三院重症医学科、急诊
科主任薛峰介绍。

由于破伤风患者病情的特
殊性，一些轻微的刺激如光线、
声音、接触等均可诱发患者全身
痉挛抽搐发作，医护人员特地为
李先生安置了单间病房，尽量减
少开灯、治疗操作次数，以减少
刺激。

经过一个半月的救治，李先
生生命体征平稳，各类症状逐渐
好转，目前已转入普通病房继续
治疗。

像李先生这样的患者，市三
院最近已经收治3例。

对很多人来说，破伤风不是
一个陌生的词汇，但作为一种感
染性疾病，它的高致死率却常被
忽略。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

球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破伤
风，而生活中最常见的破伤风，
就是因为伤口处理不当造成的。

专家介绍，破伤风梭菌多生
长在泥土、人和动物的粪便里及
铁锈中，只有在缺氧的环境中才
能繁殖。绝大多数成人患者具有
外伤史，伤口多先有或合并感
染，一般伤口较深，常有异物或
坏死组织残留。大多数病例发生
在感染后14天内。

专家提醒，受伤后，要及时对
伤口进行彻底的清创处理。伤口
较深或污染严重者，及早应用适
当的抗生素预防和控制厌氧菌感
染，避免厌氧微环境的形成。对于
一般小的伤口，可先用自来水把
伤口外面的泥、灰冲洗干净。有条
件的，可在伤口涂上碘酒等消毒
药水。对于一些大的伤口，可先清
理伤口后用干净的布压住伤口，
然后迅速到医院治疗。

手被树枝刺伤，竟导致“破伤风”

■李青 杜蘅

本报讯 近日，家住新北区
的李女士发现自己1岁多的宝
宝出现了感冒症状，鼻塞、流鼻
涕，还有点咳嗽，白天还可以，到
了晚上声音竟然有些嘶哑，咳嗽
声音也有点异常，像犬吠一样，
感觉呼吸都有些费力，便连忙带
宝宝赶到市四院就诊。

“孩子是急性喉炎，送到医
院的时候已经喘不上气了，嘴唇
发紫了。”市四院儿科主治医师
尤婧回忆，“我们立即给孩子吸
氧，开通静脉通道，第一时间给

予激素，用了一点抗生素，缓解
她的喉头水肿，减轻喉梗阻症
状。”

谈及当天晚上的抢救情况，
李女士还是后怕不已：“当时孩
子一直不肯入睡，咳嗽不止，感
觉她喘不过气来了。”目前，患儿
病情稳定。

“最近是小儿急性喉炎高发
季节，好发于6个月到3岁的婴
幼儿。患儿在发病前常会出现
上呼吸道感染，发作的时候容易
发生喉头水肿，引起呼吸困难，
若救治不及时，容易发生窒息而
危及生命。”尤婧介绍说，“小儿
急性喉炎起病急，一般白天症状

轻，到了晚上会加剧，小儿常常
会出现声音嘶哑，咳嗽如犬吠
样，吸气的时候喉头有哮鸣音，
呼吸费力，严重的时候会出现面
色苍白，口唇发绀等。”

“因为小儿喉腔比成人狭
小，喉黏膜下淋巴组织和腺体组
织丰富，一旦有炎症很容易发生
水肿，再加上孩子咳嗽机能差，
不能有效排出气管及喉部分泌
物，所以小儿急性喉炎更容易出
现喉梗阻，比成人喉炎更凶险。”
尤婧提醒家长，“如果小儿出现
咳嗽像犬吠一样、呼吸费力，一
定要及时送医院治疗，以免延误
病情。”

医生提醒，目前已进入高发季节

1岁宝宝急性喉炎发作险窒息

■李祉萱 陈荣春 图文报道

本报讯 鱼味道虽鲜美，鱼
刺却要当心。市一院最近收治
了多名吃鱼导致鱼刺卡喉的市
民，有的甚至住进ICU。

正月初八晚上，赵先生吃
饭时一个不留神将鱼刺吞了下
去，“中午烧的红烧鱼，到了晚
上汁水冻了起来，跟凉粉一样，
蛮好吃的。但吃的时候没细
嚼，囫囵吞了下去，当时就感觉
鱼刺进了喉咙。”

尝试不少方法都没有效
果，赵先生便来到当地医院就
诊。检查发现有一根鱼刺已经
深深插入食道并引起穿孔，病
情危急。在当地医生建议下，
他立即赶到市一院，消化内科
主任孙克文团队通过内镜顺利
取出异物，刘先生转危为安。

无独有偶，家住魏村的芮
先生今年63岁，正月初一晚上
吃鳊鱼时，鱼刺卡进喉咙。当
时他并没有重视，认为用土办
法就可以解决。“准备咽一口饭
团，结果咽不下去，还明显感觉
胸口疼痛。后来到医院检查发
现，鱼刺已经卡得很深了。”

孙克文表示，吞饭这个错
误的行为加重了芮先生的病
情。CT显示，鱼刺已经扎到主
动脉弓附近，位置再深一些很
可能会引发生命危险。

团队紧急开展治疗，最终

取出一根长达4厘米的尖锐鱼
刺。“鱼刺取出后，我们看到整
个食管都有很明显的损伤。住
院观察期间，芮先生还继发了
感染，但经过有效治疗，病情逐
渐稳定。”孙克文说。

据统计，近期，市一院接诊
多名鱼刺卡喉的患者，最多的
一天有十多名。有的患者出现
吞咽不适，有的甚至刺穿了食
道危及生命送进了ICU。

专家提醒，在吃鸡鸭鱼或
带核食物时，市民需要集中注
意力，细嚼慢咽，切勿一边吃
一边讲话、大声说笑，以免发
生误吞；如发生误吞，建议市
民立即停止进食，轻咳，帮助
异物排出；如无法咳出异物，
建议尽早至医院就诊，切勿采
取吞饭团等错误方法；一旦发
生异物卡喉、呼吸困难等情
况，尽快采取海姆立克急救法
进行施救。

鱼刺卡喉，千万别用“土办法”

■周洁 文
图片由文明旅游观察员提供

本报讯 伴随元宵佳节文
旅活动增多，文明旅游再次
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话题。
记者注意到，在各种不文明
行为中，攀爬和踩踏景区设
施、绿化发生得较多。业内
人士表示，要消除类似不文
明旅游行为，还需市民游客
提升自身素养。

元宵佳节期间，常州各大
景区景点、文旅街区纷纷举办
了巡游、烟花、演艺等观赏互动
活动。部分游客为了找寻更好
的观看点位、拍摄角度，不惜攀
爬美陈装置或踩踏公共休憩座
椅等。这样的行为不仅影响了
其他人的体验，还伴有破坏公
物和造成安全隐患的可能性。
有景区工作人员表示，景区设
置了专门的看台，但是每次演
出时，假山造景上总是有人踩
踏攀爬。

文明出游素养需提升

■庄奕

刚刚过去的周末，我市艳
阳高照。昨天一大早，太阳
依旧早早上岗，路旁的积雪
也陆续融化了。中午时分，
一些市民懒洋洋地躺在阳台
的躺椅上，暖融融的阳光照

在身上，心情也跟着明媚起
来。

根据最新的天气形势分
析，27 日我市还是以多云天气
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将升至
10℃。不过，这样的好天气已
经接近尾声了。市民最好趁着
这难得的好天气洗洗晒晒，因
为 28 日至 29 日，暖湿气流加

强，同时冷空气南下，在冷暖
气流交汇之下，我市将有一次
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太阳
又要开始“流浪”，同时最高气
温一直只有个位数，湿冷感较
重。3月1日起，我市雨止转阴
到多云，此后白天的升温步伐
逐日加快，3 日最高气温可达
14℃。

且晒且珍惜

■黄洁璐 黄靓

本报讯“谢谢两位出租车
司机。幸好有他们爱心接力，帮
我找回来新手机。”2月25日下
午，市民王小姐怀着激动的心情
致电溧阳市客运有限公司，感谢
苏DD59323驾驶员吴国平和苏
DD59033驾驶员顾明忠。

当天，第一次来溧阳的王
小姐准备乘高铁前往杭州。进
站后，王小姐准备用手机查看
行程信息时，才发现手机不见

了。
焦急万分的王小姐立即出

站并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准备沿
路寻找手机。当班司机吴国平
了解到王小姐的情况后，用自己
的手机拨通王小姐的电话。很
快，王小姐的手机就接通了。原
来，王小姐之前来高铁站时，将
手机遗忘在了出租车上，幸好被
司机顾明忠发现了。

得知自己的手机找到了，王
小姐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
了。考虑到王小姐要赶高铁，吴
国平和顾明忠约好同时往中间

地点开，以节约时间。
6分钟后，吴国平和顾明忠

顺利碰面。“我在清理后座时，发
现了这只白色手机。”顾明忠表
示，根据载客情况，估摸着是王
小姐遗落的，便先保管起来，“现
在生活里处处要用手机，失主肯
定会来找的”。

王小姐表示，手机里不仅有
很多重要资料，而且还是男朋友
送的情人节礼物，很有纪念意
义，“要不是遇到两位好司机，我
手机丢了，高铁也坐不成了。溧
阳不光风景美，人也很美”。

两位的哥爱心接力，乘客手机失而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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