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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
拨打“120”电话
是有讲究的

1. 呼救者要说清病人患病

的时间，目前的主要症状、过去

得过什么疾病及服药情况、现场

采取的初步的急救措施，便于准

确派车；

2. 讲清现场地点、等车地

点，以便尽快找到病人；等车地

点应选择路口、公交车站、大的

建筑物等有明显标志处；

3. 留下自己的姓名和电话

号码以及病人的姓名、性别和年

龄，以便联系；

4. 等救护车时不要把病人

提前搀扶或抬出来，以免影响病

人的救治；

5.应尽量提前接救护车，见

到救护车时主动挥手示意接应。

如何早期识别
心梗和做好预防？

如何早期识别心梗并做好预
防？长沙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
主任、主任医师蒋路平提醒，心梗
发病时常有典型表现，市民要小
心提防。比如胸前区出现压榨样
痛或闷胀感、牙痛、上腹痛、左肩
痛等，持续时间可达半小时以上，
患者常出现濒死感，或者大汗淋
漓、呕吐、气促、晕厥、心悸等症
状。部分患者在心梗发病前一段
时间，常反复出现短暂性胸痛等
症状。若出现上述症状，建议尽
快就医。

蒋路平提醒中青年人：
1. 平时生活要有规律，早睡

早起，每晚睡足8小时，避免熬夜
工作，避免精神紧张、大喜大悲，
保持心态的平和。

2. 规律运动，应根据个人喜
好坚持适度的有氧运动，每次最
好30分钟以上，每周至少三至五
次，这样会有利于保持正常体重、
增强心肺功能。

3. 以低盐低脂、清淡饮食为
主，做到按时进餐、饮食有节，避
免暴饮暴食，适时补充水分，可以
避免血液粘度增加及血栓形成。

4.戒烟限酒。吸烟与冠状动
脉硬化明显相关，烟中的焦油等
有害成分可使血管痉挛，而一氧
化碳也会降低血液中血红蛋白的
携氧能力，造成心肌缺氧；大量饮
酒则可能使血压升高，增加心脏
负担。

5. 定期到医院体检，做到防
患于未然。一般来说，30岁以上
市民最好每年做一次体检，检查
血压、血脂、血糖、心电图等，若检
查出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等疾病，则可以进行及早干预，预
防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6. 若在家中突发心梗，最好
能做到“保命五步曲”：A、保持镇
定，减少任何活动，含服（舌下含
化）硝酸甘油或速效救心丸以及
嚼服阿司匹林肠溶片（300mg）；
B、拨打 120 急救电话；C、就地自
然平卧，保持气道通畅，家中有条
件可以吸氧；D、注意为患者保
暖；E、在就近治疗的原则下，选择
技术设备好的大医院。（新浪网）

年轻人，莫忽视心梗预防
本报记者 檀亚楠出场专家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三科副主任医师 李亮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内三科主任医师 戚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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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将医院紧张忙

碌的工作场景真实

还原，更为我们的

日常生活提供了许

多健康警示。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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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场景。对此，专

家表示，过去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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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心梗救治，
抓住黄金救治时间很关键

心梗一旦发作，心脏的血液供应
就会突然停止。从发病开始，理想的
时间是 120 分钟内,越早得到治疗效
果越好。但令人担忧的是，一些急性
心梗患者的治疗都存在着不同程度
的延误。

“对于心梗救治，在发现症状之
后，首先明白的就是第一时间联系谁
的问题。”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
内三科副主任医师李亮说，很多患者
不是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而
是给自己家人打电话，等家人赶来后
才打“120”，从而延误抢救时机。而
拨打“120”急救电话后，医生会在来
的路上指导患者先行自救，运送病人
过程中还可进行早期诊治，为患者赢
得救命时间。

通知急救人员后，应让患者平
躺，保持安静，不受刺激。同时尽
可能保持通风，让患者得到充分的
氧气供应。病人一旦确诊心梗就
应马上进行手术，此时患者家属一
定要信任并配合医生。术后，应在
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专业的康复治
疗，并调整生活方式，定期复查，以
便早期就能发现相关病变，降低复
发风险。

说到前段时间自己心梗发作
住院这件事，今年 29 岁的小李仍
心有余悸。

小李说，当时正在开会，在会
议接近尾声的时候，他突然感觉
胸口憋闷、喘不上气来，同时伴有
额头出汗的情况。以为是太劳累
了，就去喝了一杯咖啡，谁知胸闷
更厉害了，不一会儿，他就晕倒在
办公桌上，不省人事，同事赶紧拨
打了“120”急救电话。事后医生
表示，这是突发心梗，好在医治及
时，才没有了生命危险。

对此，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
院心内三科主任医师戚国庆表
示，在日常接诊中，不乏像小李这
样突发心梗的年轻人，工作压力
大、抽烟喝酒、长期疲劳过度、久
坐等不良习惯，都会让心肌梗死
朝年轻人靠近，心梗发病呈现年
轻化趋势。同时需要注意的是，
尽管心梗发病急、病情重，但心梗
也是可以预防的。人们应该养成
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戒酒，坚持
锻炼身体，学会释放压力，预防心
梗的发生。

心梗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

戚国庆表示，急性心梗是冠状
动脉急性、持续性缺血缺氧所引起
的心肌坏死。人们总是习惯性认
为，心脏前区或者胸骨后方疼痛才
怀疑是心梗。实际上，心梗时的最
初疼痛部位可能各不相同，如果遇
上不典型症状，很容易和其他疾病
混淆。

“除了胸痛胸闷，持续的中上
腹部疼痛或不适，是最易被误诊的

非典型心绞痛症状。有一些心梗
患者会表现为牙痛，或下颌痛，甚
至表现为牙酸不适，而典型的心前
区或胸骨后疼痛却并不明显。”戚
国庆表示，另外左肩部、左后背部、
左上肢、甚至左手指部疼痛，出现
胸部不适、气短、乏力、头晕、恶心
等症状，在睡眠中（尤其后半夜）突
然疼醒、伴有大汗，也需格外引起
警惕。

除胸闷胸痛外，心梗还有不典型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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