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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在南京明基医院
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内，“00后”
河南小伙韩金响静静地躺在病
床上，随着机器的运转，他体内
的造血干细胞正一点点被采集
出来。这些“生命的种子”将为
一名血液病小朋友带去生的希
望。而此时的他，不仅是我市最
年轻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更是
一名即将毕业、心怀大爱与梦想
的大学生。

时光回溯到2023年，当时
还在读大一的韩金响，在一次无
偿献血活动中，从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那里了解到了加入中华骨
髓库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事情。
没有丝毫犹豫，他毅然决然地表
示同意。当时，他或许未曾想
到，这份善意会在两年后绽放出
如此耀眼的光芒。

今年4月中旬，正在宜兴市
实习的韩金响接到了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的通知，一名白血病患
儿急需救助，而他与患儿的造血
干细胞分型初配成功。面对这
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韩金响没有
丝毫退缩，当即决定捐献。然
而，在体检前两天，他才将此事

告知家人。电话那头，父母的忧
心忡忡可想而知，反复询问着捐
献的细节。“就像献血一样，科学
捐献不会影响健康。”韩金响耐
心地安慰着父母，同时，他还发
送了相关医学资料给父母，最终
让父母放下了心。

捐献过程十分顺利，宜兴市
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一直陪伴
在他身旁，给予他无微不至的照
顾和支持。在与红十字会军转
干部的接触交流中，怀揣着军旅
梦的韩金响深受触动。经过深
思熟虑，5月中旬，他报名参军，
希望以另一种方式报效祖国。

“无论是工作实习、捐献造
血干细胞还是当兵，都是在尽自
己的一份力。”韩金响说。对于
即将从大学毕业的他来说，生活
就像一幅正在徐徐展开的画卷，
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韩金响，这位即将从大学毕
业踏上另一征程的“00后”毕业
生，用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大爱
的含义。无论未来是走向工作
岗位，还是穿上军装，他都已用
这份大爱为自己的人生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无锡市红十字会获悉，截
至目前，我市已有2.20万名志愿
者加入了中华骨髓库，124人成
功实现了捐献，给众多患者和家
庭带去了生的希望，也希望更多
人能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队伍中的一
员，为无锡这座博爱之城贡献汇
聚爱的力量。

（葛惠）

随着天气逐渐变热，人们纷纷打开空调
纳凉。在四川成都，有市民开启尘封一年的
空调后，患上了严重的肺炎。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情况？夏季如何正确纳凉？记者采访
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副主任医师余荷。

“这是典型的军团菌肺炎。感染军团菌
后，轻症患者会有发热、头痛、轻微咳嗽等症
状，病情严重者则会出现肺部感染。”余荷解
释，久未清洗的空调冷却塔是军团菌繁殖的
温床，突然打开，就像按下了一个“细菌发射
按钮”。机器内部的冷水会雾化，变成细小的
气溶胶，携带着大量军团菌。一旦吸入，机体
免疫系统开始反击，就会出现相应症状。

军团菌的生存和繁殖需要温暖潮湿的环
境。空调冷却塔、淋浴喷头或热水管道长期不
用，积水易滋生军团菌，未定期消毒的喷泉、加
湿器、热水浴池可产生军团菌气溶胶。

余荷介绍，军团菌肺炎是由军团菌引起
的严重肺部感染，多发于6至9月，慢性心肺
疾病等基础病患者、免疫力低下人群容易感
染。军团菌肺炎潜伏期一般在2到10天，主
要症状有高热、剧烈咳嗽、呼吸困难等呼吸
道症状，以及头痛、恶心、呕吐、腹泻、肌肉酸
痛等肺外表现，严重者甚至导致呼吸衰竭、
横纹肌溶解、急性肾损伤。

日常如何预防？余荷建议定期清洁水
源系统。对空调、热水器、淋浴喷头等设备
清洗消毒，可以避免管道积水滋生细菌。清
洗期间，要注意戴好密闭性好的口罩，以免
吸入致病菌。长期不用的水龙头、花洒等，
用之前要先放水一两分钟，排出滞留的污染
水。此外，加湿器需使用纯净水且每天换水
清洗。

同时，保持环境通风干燥，每天开窗通
风，减少空调持续密闭运行。“对于易感人
群，要加强防护，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免
疫力低下者等尽量避免接触被污染的水
雾。”余荷说。

夏季纳凉，还有哪些注意事项？余荷介
绍，首次启用空调之前，要彻底清洗滤网和
冷凝水盘。建议空调温度设定在26摄氏度
左右，避免冷风直吹，每运行两三个小时就
通风换气。

若是游泳，建议选择消毒规范的泳池，避
免吸入喷雾式降温设备的水雾。户外活动时，
也要避免接触积水、喷泉水池、景观水池等不洁
水源，戏水后及时冲洗身体。

余荷提醒，大家在使用空调期间若出现
发热、咳嗽、胸痛、呼吸不畅等症状，有可能
不是普通感冒，应及时就诊，警惕军团菌肺
炎发生。 （人民日报）

只要被蛇咬伤
都应按毒蛇咬伤处理

每年5至8月是蛇类活动高
峰期。被蛇咬了怎么应对？“蛇
咬伤是常见的动物致伤疾病。”
赵斌说，无毒蛇咬伤主要造成局
部损伤，毒蛇咬伤则会造成一种
急性全身中毒性疾病，这是毒液
从伤口进入人体内而引起的。
赵斌表示，毒蛇咬伤发病急骤，
病情发展迅速，若得不到及时正
确的救治，蛇毒可迅速在体内扩
散而影响机体多器官功能，导致
机体代谢紊乱、多器官功能衰
竭，甚至死亡。

“没有经验的人很难立即分
辨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咬伤。因
此，只要被蛇咬伤，都应按毒蛇
咬伤处理。尽快呼叫救护车。
让患者休息，不要活动，以免加
速毒液吸收。”赵斌说。

赵斌表示，绑扎的目的仅在
于阻断毒液经静脉和淋巴回流
入心，而不妨碍动脉血的供应，
与止血的目的不同，故绑扎无需
过紧，松紧度掌握在能够使被绑
扎的肢体下部（即远端）动脉搏
动稍微减弱为宜。

赵斌提醒，不要切开或挤压
伤口，也不要吸吮伤口。最好记
录蛇的颜色、花纹、长度、头部形
状等，或在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
蛇打死送到医院，帮助医生诊断。

处置昆虫蜇伤
先看伤口有无毒刺

常见的昆虫蜇伤主要有蜂
蜇伤、蝎蜇伤。据赵斌介绍，蜂
蜇伤是因蜂尾部毒针刺入人体
皮肤，并将毒腺中的毒液注入而
引起的局部或全身反应，它是一
种生物性损伤。我国常见的蜇
人蜂有蜜蜂、黄蜂、马蜂。

关于蜂蜇伤的常见症状，赵
斌表示，局部有剧烈刺疼、灼热
红肿，严重出现水疱或淤血，皮
肤变色，甚至坏死。还可能引起
过敏反应，严重时出现喉头水
肿、支气管痉挛等。黄蜂蜇伤还
可以发生溶血。

蝎蜇伤是因蝎子尾部末节
有一根弯形呈钩状的毒刺与毒
腺相连通，人若被蝎刺伤，其毒
液注入人体，对人的局部和全身
均有一定的毒性作用。

“蝎子蜇伤以手足多见。蜇
伤处皮肤红肿，中间可见蜇伤斑
点，内有钩形毒刺，严重时引起局
部水疱，甚至坏死，同时可伴有蜇
伤处疼痛、麻木、感觉异常。”赵斌
说，“轻者没有全身症状，重者蜇
伤1—2小时后，会出现头昏、头
疼、流涎、流泪、视物模糊，甚至发
生抽搐、休克和昏迷。”

对于昆虫蜇伤的现场救护
方法，赵斌介绍，首先检查有无毒
刺或毒囊残留在皮肤内，发现毒

刺要尽快取出，最好用针挑出，不
要用镊子夹出，以防夹刺时将毒
囊内毒液挤入体内。用肥皂水充
分清洗患者伤处。其次，冷敷患
者伤口，以延缓毒液吸收，减轻肿
胀和疼痛。最后，尽快送到医院
救治或呼叫救护车。

宠物咬伤
应立即冲洗伤口

随着养宠物的人群越来越
庞大，人们既享受到了与宠物和
谐相处的快乐，也可能遭遇意外
的宠物咬伤。

赵斌表示，家养宠物狗、猫
的唾液中常带有狂犬病毒和细
菌，人被狗、猫咬破皮肤后有被
狂犬病毒感染的可能。而狂犬
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人兽共
患病，致死率达100%。

据赵斌介绍，狂犬病患者的
伤口会出现疼痛、红肿。如果感
染狂犬病毒，患者数天至数个月
后可能出现烦躁、惶恐不安、牙
关紧闭、怕光怕水等狂犬病症
状，严重时危及生命。

“一旦被宠物咬伤，应立即
用清水和肥皂彻底冲洗伤口，把
伤口内的血液和动物的唾液清
洗干净，冲洗时间不能少于20
分钟。如果伤口很大，软组织损
伤严重，则不可冲洗过度，防止
引发大出血。”赵斌说，若是开放
伤口，不要包扎，尽快把患者送
到医院治疗，及时注射狂犬病疫
苗及破伤风抗毒素。最后，赵斌
提醒，清洗伤口，阻止和减少毒
素的吸收是救治的核心。而救
治的最低期望值，是不要给伤者
带来二次伤害，包括对伤者的身
体和心理。边救治，边联系有能
力接收伤者下一步治疗的医院，
不要盲目送医。 （人民日报）

毕业季，小伙献上“生命礼物”
以大爱之名，书写青春华章

夏季首开空调
警惕肺部感染

蛇咬、虫蜇……
如何应对常见动物伤害？

常见动物伤害包括蛇咬伤、昆虫蜇伤和宠物咬伤，如何认识与应
对？记者采访了北京市积水潭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赵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