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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竟用挂烫机给孩子做雾化
导致孩子嘴唇口腔严重烫伤，口唇周围皮肤几乎烫熟

不到1岁的小宝感冒后一直有点咳
嗽，家里人听说咳嗽原因，可能是肺部吸
进冷空气导致的。于是，孩子的母亲突发
奇想，竟用挂烫机给孩子做雾化。

结果，在高温蒸气的冲击下，孩子
不仅咳嗽没治好，反而导致嘴唇及口腔
严重烫伤，口唇周围皮肤几乎烫熟，口
唇严重肿胀，小嘴外翻。

医生称，烧伤科曾接诊的病例中，

除了挂烫机，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小家
电暗藏烧烫伤风险。

无独有偶。6岁的小泽（化名）和双
胞胎弟弟独自在家。兄弟俩玩耍时，不
慎引燃酒精，团团大火瞬间把小泽包围
住。他在惊慌中迎风奔跑，火势借着跑
动的风越烧越大，最终导致全身大面积
烧伤。

“接诊的儿童患者中，热液、火焰、

电器等是较常见的致伤原因，一旦受
伤，后果多较严重，因此应重在预防。”
医生介绍，经常可以看到各种被电吹
风、插线板、电磁炉等小家电误伤的小
朋友。

这些小家电已成为家庭必需品，但
很多人却忽视了安全风险，孩子的危险
意识又薄弱，时常因小家电漏电或操作
不当引发烧烫伤。

幼童往往喜欢用手指去抠家里的
插座孔，有的甚至拿铁筷或钥匙等插到
插座里，很容易引起触电事故。

电吹风 孩子衣物局部尿湿时，有
的家长为了省事，会直接在孩子未脱衣
物时，使用电吹风吹干，一不小心便有
可能烫伤小孩。好奇心强的孩子也可能
在家长不注意时，自行开启电吹风酿成
火灾。

电磁炉、电火锅 电磁炉用完后仍
有余热，孩子一旦触摸炉面，极易烫伤
手部及面部。

有的孩子喜欢在餐桌边嬉闹，如果
被电源线绊住，就有可能打翻桌上的食
物，从而被汤汤水水烫伤。

电蚊拍 这个小物件极易被忽略。
要知道，电蚊拍开启后可产生上千伏电
压，如果儿童不慎触碰通电的电蚊拍，

就极易造成电伤或灼伤。
同时，电蚊拍若接触易燃易爆物

品，还可能引发火灾甚至爆炸。
饮水机 家里有小孩的，饮水机一

定要设置童锁，并远离小孩放置。孩子
胡乱按按钮，很容易被开水烫伤。

微波炉 微波炉加热时没有明火，
小孩如果触碰使用中的微波炉或正在
加热的食物，就会引发烫伤。

2 注意这些暗藏风险的小家电

1 儿童意外伤害最常发生在家里

装修时就做好分区管理，电磁炉、
微波炉、饮水机等应固定在厨房，且厨
房应带锁，防止儿童进入厨房。

插座、电线、插线板应安装在孩子
不易触摸的地方，且应选带有保护套的
安全插座。

尽量选带童锁功能、接触断电保护
功能的小家电，一定不能让孩子单独使
用任何小家电。给宝宝使用电吹风时，
一定要有大人监护。为了防止烫伤，吹
风口和皮肤应至少保持 30厘米以上距

离，使用完毕后及时收好。
使用电蚊拍时要避开儿童及易燃

易爆物品。
在厨房安装壁挂式直饮水机，避免

儿童接触到饮水机。
使用小家电做到及时收纳，人走断

电，不留孩子和家电单独在一起。
发生烧烫伤意外，记住5个字：
冲 以流动的清水冲洗有污物及

化学有害物质的创面，脱离致伤源，快
速降低皮肤表面热度。

脱 充分泡湿后，再小心除去衣
物。建议用剪刀剪开衣服，尽量避免
扯脱，将水泡弄破，甚至表皮大片撕
脱。

泡 在冷 水 中 持 续 浸 泡 15 分
钟— 30分钟，可减轻疼痛，稳定情绪。

盖 用清洁干净的床单、布条、纱
布等覆盖受伤部位，不要随意外涂药物
或民间偏方。

送 尽早送医院进一步处理。
据长江日报

3 让孩子远离小家电

章先生是公司的中层领导，格外
注重形象。刮胡子、剪鼻毛，成了每日

“必选动作”。近几天，章先生洗脸时轻
轻一碰，就会流鼻血。他前往医院检查
才发现：感染了！

接诊的医生分析说：“患者得了鼻
部的蜂窝组织炎。可能与他的鼻毛剪
有关。”

原来，章先生求方便，每次剪鼻毛
和剪指甲用同一把剪刀，也不消毒。一
次清理鼻毛时，刀尖戳破了鼻黏膜，疼
了一下，章先生也没在意，却引发了感
染。

医生称，患者感染的位置是危险
三角区，鼻腔感染后，炎症很难控制，
幸亏治疗及时。一旦造成颅内感染，后
果不堪设想。

男性清洁时，使用的工具要用酒
精消毒。剪鼻毛不宜过深，一旦出现疼
痛，要及时停止。

早上起床洗脸或搓鼻子时，容易
流鼻血，极有可能是鼻甲糜烂。出现鼻
塞、流鼻涕、打喷嚏、鼻子痒，甚至出现
嗅觉减退时，需就医。出现头痛、头胀
时，可能是鼻窦出现问题了，需及时就
医。

任敏

反复流“清鼻涕”
竟是脑脊液“漏了”

女子反复咳嗽、流“清鼻涕”，以为
是感染新冠留下的后遗症，辗转多家
医院就诊才知道，竟然是脑子“漏了”。

湖南 55岁的蔡女士 4个月前“阳
过”以后，就一直反复咳嗽、流“清鼻
涕”，开始以为是感染新冠留下的后遗
症。去了多家医院就诊，按照“流感”

“肺炎”进行治疗，效果均不理想。
随着时间推移，蔡女士的症状越

来越严重，左侧鼻孔不时流出“清鼻
涕”，擦也擦不完，还出现左耳听力下
降，不停呛咳，导致她睡觉都不能平
躺，浑身没劲，体重明显减轻。

近日，蔡女士再次到医院就诊。检
查后，医生初步诊断蔡女士患上了“脑
脊液耳鼻漏”，流不尽的“清鼻涕”其实
是脑脊液。

医生为蔡女士施行左耳乳突鼓室
腔探查+脑脊液漏修补术。术中可见
蔡女士乳突天盖多处骨质缺损，脑膜
膨出，脑脊液自缺损处流出。取颞肌
肌肉堵塞鼓窦入口，用筋膜覆盖缺损
骨质后，脑脊液不再流出。蔡女士的
鼻子终于不流清水，平躺也不再呛
咳。

医生介绍，脑脊液是分布于脑室、
蛛网膜下腔和脊髓内的无色透明液
体，起到调节颅内压力、缓冲外力、营
养脑组织等作用。人的耳朵和大脑之
间隔着一层薄薄的骨片。

蔡女士因乳突天盖缺损，感染新
冠后频繁咳嗽，导致颅内压力升高，脑
脊液沿着缺损缝隙漏到耳朵里。

咽鼓管作为鼻子和耳朵之间的
通道，当脑脊液渗大量渗出后，经咽
鼓管流向鼻腔，就出现不停流清“鼻
涕”的情况，医学上称之为“脑脊液耳
漏”。

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鼻腔大量清
涕，低头咳嗽时加重，尤其是头部遭遇
外伤后，反复出现流清水样鼻涕，就应
警惕是不是脑脊液漏，及时到医院就
诊，避免延误治疗，导致更严重的后
果。

据人民网

剪鼻毛引发感染
医生提醒：一旦颅内感染，后果严重

6月 6日是全国第 28个“爱眼日”，
我国近视仍处于高发低龄化趋势，尤其
是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一直是人们
普遍关注的问题。作为家长，我们应该
怎样做才能更好地预防孩子近视的发
生和发展呢？

1.督促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
做到“一拳一尺一寸”；不躺着看书，不
在走路、吃饭时看书或使用电子产品。

2.家长陪伴孩子时，尽量减少使用
电子产品。

3.家长设定明确规则，有意识地控
制孩子，特别是学龄前儿童使用电子产
品，积极选择替代性活动取代看电子产
品的时间，如做游戏和户外活动，特别
是日间户外活动。

4.家长应掌握科学用眼、护眼知

识，并引导儿童科学用眼、护眼。
5.配合学校和政府部门，切实减轻

孩子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6.提供良好的家庭室内照明与采

光环境。
7.定期调整书桌、椅子的高度，使

其适合孩子身高的变化。
8.不在孩子卧室摆放电视。
9.保障孩子的睡眠时间。
10.鼓励采购和使用获得认证的眼

视光相关产品及验光配镜服务。
11.通过家长陪同孩子走路上学，

课外和节假日亲子户外活动等方式，积
极引导、支持和督促孩子进行日间户外
活动。

12.孩子在家时每天接触户外自然
光的时间应达到 60分钟以上。对于已

患近视的孩子，应进一步增加户外活动
时间，延缓近视发展。

13.鼓励支持孩子参加各种形式的
体育活动，督促认真完成寒暑假体育作
业，掌握1项—2项体育运动技能。引导
孩子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

14.引导孩子多吃水果、蔬菜，摄入
鱼类、豆制品和鸡蛋等优质蛋白。营养
均衡，食谱多样。

预防近视，家长应该怎样做

孩 子 感 冒 后 一 直 咳

嗽，母亲突发奇想，竟用挂

烫机给孩子做雾化，导致

孩子烫伤。兄弟俩玩耍时

不慎引燃酒精，导致全身

大面积烧伤。医生称，儿童

意外伤害最常发生在家

里，远离小家电对孩子造

成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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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解决哺乳期奶少，堵奶，乳腺管
不通畅，清水奶，大小乳等问题。

地址：沧州市运河区锦绣天地底商 电话微信：18730726672 无痛催乳刘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