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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
一氧化碳中毒
注意这些细节

烧煤取暖、燃气热水器等设备，为我们

的冬季添上了浓浓暖意。但如果使用不

当，它们也可能成为我们身边最可怕的“无

形杀手”。

一氧化碳中毒有何危害

煤气中的一氧化碳是最常见的窒息性

气体，因其无色、无味、无臭、无刺激性，即使

中毒也不易被察觉。

一氧化碳中毒导致死亡事件给很多家

庭带来了灾难，失去家庭、失去亲人、失去幸

福的伤痕给自己及家人的生活蒙上了重重

的阴影。而且，部分煤气中毒患者经 2~60

天的假愈期，可能会出现迟发脑病，包括痴

呆、帕金森综合征表现、偏瘫、大小便失禁、

失语或失明等症状，或者留下严重后遗症，

影响预后及生活质量。

出现这些症状要警惕

轻度中毒：表现为中毒的早期症状，头

痛眩晕、心悸、恶心、呕吐、四肢无力，甚至出

现短暂的昏厥。这时如能及时开窗通风，吸

入新鲜空气，症状会很快减轻、消失。

中度中毒：在轻型症状的基础上，可出

现多汗、烦躁、心律失常、虚脱或昏迷。

重度中毒：在中度中毒的基础上，病人

出现深度昏迷，各种反射消失、大小便失

禁、四肢厥冷、血压下降、呼吸急促，甚至

死亡。

有人一氧化碳中毒了怎么办

应尽快让中毒者离开中毒环境，并立

即打开门窗，流通空气，注意保暖。在未

保证空气流通时禁止使用电灯、电话、手

机、蜡烛等，防止一氧化碳浓度过高，引起

爆炸。

解开中毒者衣扣，清除口鼻分泌物，使

其呼吸畅通，应安静休息，避免活动后加重

心、肺负担及增加氧的消耗量。

若中毒者出现意识模糊，施救者应在最

短的时间内，检查病人呼吸、脉搏、血压情

况，根据这些情况进行紧急处理。

若发现中毒者呼吸心跳停止时，立即进

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

呼叫 120 急救服务，等待急救医生到现

场救治病人。

生活中这些细节要注意

除了煤炉取暖可能发生一氧化碳中

毒外，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提醒以下预防

要点：

1.室内用煤火时应有安全设置（如烟

囱、小通气窗、风斗等），煤炉烟囱安装要合

理，没有烟囱的煤炉，夜间要放在室外。同

时，在室内安装一氧化碳报警器。

2.要正确使用燃气热水器，不使用淘

汰的燃气热水器，如直排式热水器和烟道

式热水器，这两种燃气热水器都是国家明

文规定禁止生产和销售的；不使用超期服

役燃气热水器；热水器最好请专业人士安

装，不得自行安装、拆除、改装燃具；冬天

洗澡时浴室门窗不要紧闭，洗浴时间不要

过长。

3.开车时，不要让发动机长时间空转；

车在停驶时，不要过久地开空调；即使是在

行驶中，也应经常打开车窗，让车内外空气

产生对流。感觉不适立即停车休息；驾驶或

乘坐空调车如感到头晕、发沉、四肢无力时，

应及时开窗呼吸新鲜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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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如何进行居家监测

冬季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

由流感病毒导致的集中发热风险增

加。出现发热、鼻塞、流涕、咽痛、咳

嗽、咳痰、肌肉关节疼痛等症状，提示

可能发生呼吸道感染，建议居家做好

以下几个方面的监测：

症状监测

症状监测包括测量体温、脉搏、

呼 吸 频 率 等 。 如 出 现 发 热 超 过

38.5℃且持续时间超过 3 天，呼吸频

率超过每分钟24次，胸闷、憋气不能

缓解，咳嗽伴胸痛、咳脓痰和血痰等

情况，应及时就医。

指氧饱和度监测

如家中有指脉氧仪，可自行监测

指氧饱和度。持续低于 93%时，建

议及时就医。

病原检测

多喝温开水，居家经常开窗通

风，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可使用新冠

病毒、流感病毒、支原体检测试剂自

行进行抗原检测，检测结果需结合临

床指征，具体可咨询医生。

原有基础疾病监测

部分呼吸道感染可导致原来的

基础疾病病情不稳定，需要关注基础

疾病的症状有无加重，加强对血压、

血糖、尿量、体重等监测。

如何进行居家体温监测

持续进行体温监测可帮助评

估病情变化，判断是否有进一步就

医的需求。每日早、晚各测 1 次体

温，使用水银体温计时测量时间至

少达到 5 分钟，使用电子体温计时

可连续测量 2 次以获得稳定的 体

温 数 值 。 及 时 记 录 体 温 数 值 ，便

于 观 察 体 温 变 化 趋 势 ，判 断 病 情

发展。

若体温持续超过 38.5℃，应及时

到医院就诊。

如何进行居家血氧监测
血氧情况可以通过指夹式脉氧

监测仪进行居家监测。应分别在平

静状态和活动后检测。检测时手要

温暖，手指冰凉时血氧检测的结果不

准确。血氧检测需每天进行2~3次，

病情有变化时随时检测。若氧饱和

度持续低于 93%，建议即时到医院

就诊。

如何进行居家病原监测
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的患者可

以自行购买相关检测试剂进行检

测，查明可能感染的病原体。

目前常用的试剂盒有：新型冠

状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甲型/乙型

流感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肺炎支

原体快检试剂盒等。具体检测方法

参见试剂盒说明书。

有些患者在呼吸道感染的急性

期症状消失后，咳嗽仍然迁延不愈，

持续 3~8 周，胸部 X 线检查无明显

异常，其中以病毒性感冒引起的咳嗽

最为常见，又称为“感冒后咳嗽”。

如为偶发咳嗽，不必用药。

如咳嗽症状明显，建议短期应用

镇咳药，其中复方甲氧那明治疗感冒

后咳嗽有一定效果。

若痰比较多，可口服祛痰药，如

氨溴索、愈创甘油醚等。

部分儿童在呼吸道感染后可能

因气道反应性增高而出现久咳不愈

的情况，尤其是既往有喘息、湿疹、过

敏等病史的患儿。

除了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药物治疗，还应尽量避免接触花粉、

烟草、宠物等。可通过进行雾化治

疗、拍背、服用祛痰药或进行中医药

治疗促进痰液的排出。适当增加空

气湿度也有利于提高呼吸道舒适度。

急性呼吸道感染好转后
仍久咳不愈怎么办

从青春期开始，也就是 10 岁以

后，女性就应该进行每年一次的体

检；从性成熟期以后，也就是18岁以

后，女性要开始关注针对性的体检内

容。然而，体检项目繁多，报告上的

专业文字晦涩难懂，大家如何快速读

取其中的信息，找出自己的问题并寻

求进一步的治疗呢？

女性体检特有的“3+1”项检查，

包括子宫及附件肿瘤相关的标志物、

白带常规、子宫附件超声、有性生活

的女性需要进行的宫颈癌筛查。不

同年龄段的女性可以根据有无性生

活经历来选择以上的 3 项或“3+1”

项检查。

子宫及附件肿瘤
相关的标志物

子宫及附件肿瘤相关的标志物项

目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女性肿瘤标志物

检查，主要针对宫颈癌、卵巢癌、子宫

内膜癌等生殖系统肿瘤。如果结果数

据超出正常范围，需要进一步就医。

白带常规
白带常规项目通常包括：阴道

pH 值检测、阴道清洁度评估、阴道

微生物检测。当你看到微生态分析

结论为正常菌群时，可以松一口气。

如果看到菌群异常、念珠菌性阴道

病、细菌性阴道病、滴虫性阴道炎等

结论，则需要进一步就诊。

子宫附件超声
患者做子宫附件超声可以协助

医生判断子宫（肌层、宫腔、宫颈）以

及卵巢、输卵管的良性及恶性疾病。

常规报告结论提示子宫附件未见明

显异常。若看到其他结论，需要尽早

就诊。

宫颈癌筛查
25～64 岁女性至少 5 年进行一

次筛查。65 岁以上的女性如果近 5

年内筛查结果均正常，且无高危因

素，则可终止筛查。

TCT（液基薄层
细胞学检查）

良性的报告结果：

1.未见上皮内病变细胞或恶性

细胞。

2.炎症（包括轻度炎症、中度炎

症、重度炎症）。

3.霉菌感染、滴虫感染、细菌性

阴道病等。

需做进一步检查的报告结论包

括：

1.非典型意义的鳞状细胞或不

能明确意义的不典型鳞状细胞。

2.非典型鳞状细胞不排除高度

鳞状上皮内病变。

3.低度鳞状上皮内病变。

4.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

5.非典型腺细胞。

HPV（人乳头瘤病毒）检测
大家需要关注的通常是14种高

危型HPV，一旦发现要立刻就诊。

妇科体检 到底查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