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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聚焦

猝死又称突然死亡，是指平素看
来健康或病情已基本稳定者，在很
短时间内突然发生意想不到的非创伤
性死亡，往往来不及救治，属于临床
急症。

当心脏骤停时，大脑皮层耐受缺氧
时间仅为4分钟，随后皮层细胞会开始
出现不可逆转的损伤和死亡。因此，这
4分钟内的急救行为至关重要，这4分
钟被称为“黄金4分钟”。现场第一目击
者的急救知识、技能和行为意义重大。

洛阳市红十字会秘书长郑瑞生表
示，如果中年男子倒地后，旁边有人懂
得急救知识并马上进行胸外心脏挤压
和人工呼吸的话，很可能救男子一命。

郑瑞生说，胸外心脏挤压又叫心脏
按压。对病人进行胸外心脏挤压前，不
要乱加搬动，应让病人平卧在“硬”物体
上，这样才能使心脏挤压行之有效。

救护人员站或跪在病人一侧，左手
放在病人胸骨中下段，这个部位相当于
两乳头连线正中间。将手的中指对着
病人颈部下方的凹陷处，手放在胸廓的
正中，手掌的根部正好是挤压的部位。
右手压在左手上以助其加压。双手重
叠再凭借救护人员体重的力量，有节奏
地冲击性地进行挤压。

应该注意的是，进行挤压时不是整
个手掌施压，而是掌根部用力，并局限
在胸骨下段。

郑瑞生说，心脏挤压常与口对口人
工呼吸同时进行，每吹一口气，做5次心
脏挤压。如一人操作，可先吹两口气，
再进行10次心脏挤压。

跑着跑着，他突然倒地……
一中年男子晨练时死亡，初步诊断为心源性猝死；医生提醒不可忽视心脏“提示”

□见习记者 刘晓宇 记者 徐翔

26日早晨，在瀍河回族区
某小区内，一名中年男子在晨练
时突然倒地死亡，经初步诊断为
猝死。医生判断，男子很可能有
心脏方面的疾病，之前没有引起
足够的重视才导致悲剧发生。

家住瀍河回族区北盟路某小区的
孙先生，是一名有着多年从医经验的老
中医。26日6时20分，正在广场上打羽
毛球的他听邻居讲，小区里有一名中年
男子正跑着步突然栽倒了。

孙先生有个习惯，平时总爱携带针
灸针，以备不测。得知此事后，他马上
向事发地跑去，当他赶到时，市第三人
民医院的急救人员已经到达了现场，正
在对男子进行抢救。

医生不停地用双手给男子做心脏
按压，试图挽救他的生命，可是一切都
晚了。抢救持续了十几分钟后，医生站
起身来摇了摇头。

孙先生说，中年男子50岁左右，大
高个儿，基本上每天都要沿着小区的道
路跑步。有时候大家碰面了还会互相
打个招呼。据家属说，男子没什么病，挺
健康的。

“绕小区一圈有四五百米，我们平时
都是慢跑上两三圈就行了，可他要跑六
七圈，有时候甚至更多。”孙先生说，中年
男子不但比别人跑得快，跑的圈数还多。

28日上午，洛阳晚报记者来到
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该科急救
人员说26日早晨他们确实抢救过
一名晨练的中年男子，可惜当他们
赶到后，男子已经死亡。

至于死因，医护人员的初步诊
断为：心源性猝死。

大量临床病例提供的资料显
示，猝死主要是由于心脏疾患所引
起，故又称“心源性猝死”。该院心
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泽萍推断，中
年男子很可能患有心脏方面的疾
病，自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才导
致悲剧发生。

“现在很多人发现自己出现胸
闷、心悸都不当回事，认为歇一会儿

就好了，这正是心脏疾病的前兆，一
定要及时就医。”张泽萍表示。

张泽萍说，早晨起床后立即锻
炼是不科学的。晨起时人体各脏器
功能尚处于较低水平，难以适应外
界环境，需有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
以助生理功能活跃起来。

早晨起床后的几小时是心脏病
发作的高峰期，晨练对冠心病、高血压
病人十分不利。所以，晨练时一定要

“悠着点”，强度不宜过高，出现不适立
即停止。

尽管猝死很快，但发生前仍会
有一些蛛丝马迹。张泽萍说，典型
症状是胸闷难受，但也有很多容易
忽略的症状，比如心悸等。

【市红十字会】急救要得
当，把握“黄金4分钟”

【居民】他不但比别人
跑得快，跑的圈数还多

【医生】切莫忽视心脏“提示”，晨练时要“悠着点”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