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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的应急救护原则

确保气道通畅，预防
损伤。

癫痫的应急救护方法

1.发现有癫痫发作，
应立即扶住患者，平放地
上，以免摔伤。

2. 对于已经倒地的
患者，应将其安放在开阔
平坦安全的地方（远离水
塘、火源、高楼、道路等
等），置于平地，头偏向一
侧，清除口腔异物，保持
呼吸道通畅。

3. 确保周边环境安
全，移除一切可能对患者
造成伤害的物体；松开衣
领、扣带，并通风，可将薄
的折叠毛巾或衣物垫在
患者头部下方以保护患
者头部。

4. 一旦癫痫发作结
束， 立即检查气道和呼
吸。

5.拨打急救电话，将
患者送往就近医院诊治。

现场救护的注意事项

1. 发作时不可强行
按压患者肢体，以免造成
外伤。

2.如患者有假牙，尽
可能予以除去。

3. 切勿试图撬开紧

闭的牙关。
4. 切勿因担心患者

咬伤舌头而将手指或任
何物体放入患者口中。

5. 不要采取指掐人
中等方法救治。

6.发作间隙，让患者
保持安静， 不要刺激患
者。

7.陪伴患者，直至完
全恢复或医务人员到场。

癫痫急救误区

很多人认为， 癫痫
患者在抽搐时会咬伤舌
头，其实不然。 因为患者
在抽搐时， 全身肌肉包
括舌头都处于痉挛状
态， 所以牙齿是不会咬
到舌头的。 千万别用刀
叉、 铁匙等坚硬的器械
强力撬开他的嘴巴，也
别试图用手指抠嘴或塞
入任何物品。

癫痫大发作时，患者
多全身强直痉挛数十秒，
屏气、脖子后仰、四肢僵
硬；民间总喜欢把病人强
行拉直， 连拍带捶加呼
叫。 其实，这些动作对终
止癫痫发作没有任何作
用，相反，强力拉压、折曲
痉挛的四肢，容易造成骨
折、 脱臼或肌肉撕裂损
伤。

龚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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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发作时应如何应对

百 姓 故 事

10月 20日， 杭州师范大学医学院基
础医学实验中心里， 十几位大一医学生为
91岁的老人举行了一场安静肃穆的告别
仪式。

17日是重阳节，杭州市西湖区文新街
道桂花园社区 91岁的孤寡老人郑惠琪安
静离世了。 72岁的侄子郑明华老人遵从逝
者意愿，捐献了他的角膜、大脑和遗体。

1927年， 郑惠琪出生于杭州，1953年
在上海某玻璃厂参加工作，1984年后一直
在杭州。

72岁的侄子郑明华依稀记得关于郑
惠琪的一些往事，“小伯伯年轻的时候，我
父亲、奶奶都还在，他每年开春都要到我们
家来的。那一年我十一二岁，小伯伯当时还
找了个女朋友带回家里来。我想，小伯伯马
上要结婚了，真好。 过了没多久，他打了个
电话到我父亲单位，含糊其辞说不结婚了，
到安徽去了……后来我才知道， 小伯伯是
因为在单位里提了一些当时被认为不合适
的建议。 ”

直到 80年代初， 郑惠琪来杭投靠兄
长， 郑明华再一次见到了两鬓斑白的小伯
伯。 郑老一生未娶，膝下无子女，独身在杭
州租住了几十年， 侄子长期为他提供部分
租房补助。

4年前，
瞒着家人签下委托书

2014年，87岁的郑老参加了西湖区红
十字会关于器官遗体捐献的宣传讲座，第
二天一早他便来到西湖区文新街道桂花园

社区办公室门口说：“我想登记捐献遗体。 ”
这 8个字说得斩钉截铁， 工作人员至

今都印象深刻。
得知老人的愿望， 社区立即联系了文

新街道，一级级地传达了老人意愿。当时省
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副队长
朱强荣向郑老介绍了捐献的具体流程事
宜。

“你的器官、遗体以后是用到医学研究
的，三年以后才能拿到骨灰。 这个三年，任
何人的吊唁，没有地方可去的。 ”

“我不是怕将来的后事没人料理。我总
想给自己找一点尊严，留一点英名给社会。
在我的身子上动几刀，无论怎样都随它去，
反正我已不在了。 重要的是让那些学生将
来在病人身上不划错一刀。 这是我最后的
贡献。”4年前郑老当时一番话，让朱强荣颇
为敬佩。

每次社区募捐
总少不了他一份

要不是前一任社区书记私下里跟郑
明华说起这件事， 侄子还一直被蒙在鼓
里，“后来我几次问他过，他从来不谈。直
到最近， 我才在社区的一份遗体捐献的
档案里看到， 实际上他老早把全部的手
续都做好了。 ”

作为社区里为数不多的高龄孤寡老
人， 桂花园社区书记陈建对郑老再熟悉
不过。他身子骨硬朗，勤俭朴实，爱看书。
“白天乘公交车到浙江图书馆看书去，下
午四点以后才回来， 中午自己就买几个

包子吃。 有一年，我们去家里看望，看到
桌子上剩下的半个包子， 才知道老人这
么节省。 ”陈建说。

老人自己节省， 不过平常社区里发
动募捐，不论多少，每次的捐款名单里一
定少不了郑老名字。

今年 9 月， 老人从浙图回家路上不
慎摔倒，盆骨骨折，住进了医院。伤好后，
在社区的帮助下老人住进了敬老院。 当
陈建背着老人从楼梯下来时， 他还惦念
着四年前签订的遗体捐献志愿书。 在医
院里清醒时， 他又对着侄子一遍遍嘱咐
自己的心头事，“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
你们一定要办好。 ”

国庆期间，郑老突发疾病，出现无法

进食、昏迷的症状，情况很不好，各项生
命体征都在下降。

10 月 17 日重阳节，虽经医治，郑老
先生仍于下午因心衰离开人世， 侄子按
照他身前意愿，捐献了他的遗体、大脑和
角膜用于医学研究。

杭师大医学院为郑老举办追悼会，
在这里，他将成为医学生们的无语良师。

“老人家身前多磨难。 重阳节本来要
敬老的， 结果他上天去过老人节了……
可以说将来我们后辈，哪个人少生病，跟
伟大捐献者们的大爱都是分不开的
……”在杭师大医学院郑老的追悼会上，
朱强荣感慨地说。

钟玮 何佳妮

生命尽头
他完成了令人动容的最后一捐

1133岁岁浙浙江江女女孩孩画画蒙蒙娜娜丽丽莎莎，，征征服服意意大大利利收收藏藏家家
有有望望和和达达··芬芬奇奇作作品品一一同同展展出出

“十一”长假刚过，杭州余杭 13
岁自闭症女孩源源（化名）收到了一
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她的画作《蒙
娜丽莎》被意大利贝利尼家族博物馆
收藏。

10 月 11 日，记者来到源源就读
的余杭汀洲学校时，她正在画室里画
画，源源的老师徐欢打开手机，向记
者展示意大利朋友传给她的照片。照
片中，在源源作品前合影的老人正是
意大利赫赫有名的收藏世家贝利尼
家族第 21 代继承人路易吉·贝利先
生。

“看见源源的作品《梦娜丽莎》，
易吉·贝利老先生非常喜欢， 当即就
决定收藏在贝利尼家族博物馆。 ”徐
欢对记者说。

贝利尼家族有 600 年艺术收藏
史，数以万计藏品，源源的画以后将
会同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拉菲尔等
世界名家的作品一同收藏在这所屹
立在佛罗伦萨 300 多年的博物馆里。

源源获得这一荣耀的背后，是无
尽的关爱和帮助。

徐欢说， 作为一所特殊教育学
校， 汀洲学校共有近 40 名自闭症儿
童，他们非常注重开发这些孩子的艺

术潜能。“四年前的一天，我发现源源
的练习本上画满了动画片里的卡通
人物，线条生动有力，我觉得这孩子
有美术天赋。 ”

从那天起，徐欢就开始系统地教
源源学画画。 一开始源源只凭记忆画
一些概念的东西，不善于观察，经过
老师的引导，她渐渐学会用眼睛观察
身边的事物。 老师们还教源源剪纸、
国画、彩泥、陶泥等，用不同的绘画材
料让源源的感知记忆、 思维抽象、精
细动作得到提升。

除了学校老师的悉心指导，社会
各界也给予了源源大量的帮助，余杭
区红十字会负责人介绍，汀洲学校是
首批余杭区红十字志愿服务基地，
2016 年，红十字“小手大爱”志愿队建
立牵手“星星的孩子”自闭症关爱项
目， 源源正是该项目帮扶的一位孩
子。

项目启动之后，红十字“小手大
爱”志愿队从各个方面关爱自闭症孩
子， 比如通过主题义卖筹集善款，资
助家庭困难的孩子；利用各种节日看
望孩子，陪同他们制作艺术品，丰富
孩子课余生活；邀请心理危机干预志
愿者为自闭症儿童家长和老师开展

心理咨询志愿服务，为自闭症儿童创
造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正是在大家共同的帮助下，源
源的性格开始发生了改变，能够更好
地适应学校和家庭的生活。 ”源源的
家人说。

此外， 志愿者们还通过各种方
式，把这些自闭症儿童的艺术作品通
过不同渠道展出， 让更多的人关注、
关爱自闭症孩子。“这次源源的作品
能拿到意大利参展，也正是我们的一

位志愿者宣燕燕，通过努力，把她的
作品带了出去。 ”据汀洲学校褚珏老
师介绍，早在今年 8 月刚结束的布艺
大赛上，源源画的两幅作品就通过学
校推荐， 获得了 2018 年布艺家居衍
生品创意大赛二等奖。

“让这些‘星星的孩子’通过才能
拥有一片自己的天地是我们最大的
心愿。 ”余杭区红十字会“小手大爱”
志愿队负责人说。

王晨辉 张婷

“早就有登记遗体捐献的念头，今
天总算完成了一个心愿。 ”10 月 11
日，在病区主任宋学权的带动下，湖州
市中医院肾内科两名患者完成器官遗
体捐献登记。

这两位患者，分别是钟卫民、车崇
进。钟卫民是南浔人，今年 56岁，患尿
毒症 3 年了。 2016 年 6 月，钟卫民因
病情严重被送进了抢救室。 在鬼门关
转悠了一圈， 清醒后钟卫民就萌生了
捐献器官的念头。 在湖州市中医院治
疗的三年多里， 他和宋医生成了无话
不谈的朋友。得知宋医生早在 2014年

就填写了捐献登记， 他也毅然决然地
决定要进行器官遗体捐献登记。

“我在这里住了三年，医生、护士
们的辛劳都看在眼里， 宋医生登记捐
献的举动更是令人敬佩。 ”钟卫民说。
他和宋学权经常聊天， 宋学权告诉钟
卫民， 每一次医学进步都离不开医学
研究，从事医生这个职业，看到了许多
需要帮助的人， 自己死后会将器官捐
献给需要的人， 遗体捐给医学院做研
究，为医学事业作点贡献。钟卫民被宋
学权的奉献精神所感染， 也希望加入
人体器官（遗体、组织）捐献者队伍，帮

助他人，回馈社会。家人得知钟卫民的
心愿后，也表示理解、支持。

听说钟卫民要捐献遗体， 病友车
崇进在征得女儿同意后， 也加入这个
行列。“我患病 4年多，靠着国家的低
保政策才能在医院做透析延续生命，
希望我死后能对社会有贡献。”车崇进
因患青光眼， 由湖州市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代为填写了遗体捐献志愿登记
表，本人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目前，湖州市共完成遗体捐献 22
例、器官捐献 48 例，共有 881 位爱心
市民进行人员器官（遗体、组织）捐献

登记。
据湖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

绍，今年湖州市红十字会成立了“爱心
爸妈团”，与 20 多位人体器官（遗体、
组织）捐献志愿者困难家庭子女结对，
帮助、关心孩子成长。宋学权得知这个
消息后， 带领他的团队结对了 7个孩
子。“人体器官（遗体、组织）捐献可以
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是一个伟大的举
动， 结对捐献者的孩子是一件非常有
意义的事情，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
到捐献队伍中来。 ”宋学权说。

顾宇雯

两位尿毒症患者受“医”恩惠 填写遗体捐献登记表

“亲爱的小姐姐，您
好，大概是我存了很久的
运气才遇到你……谢谢
您为我这个从未谋面的
人捐骨髓，谢谢您给我新
的勇气。 ”9 月 30 日上午
9 时 30 分， 陈跃洋躺在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捐献室里，造血干细
胞混悬液通过管子，从她
体内流向血细胞分离机，
她的身边，是一封来自受
捐女孩的感谢信。

今年 34 岁的陈跃洋
在温州一家公司从事财
务工作，工作之余，她经
常参与公益活动，也多次
进行无偿献血。 2008 年，
陈跃洋加入造血干细胞
志愿捐献者队伍。

一个多月前，陈跃洋
接到温州市鹿城区红十
字会的电话，告诉她与广
州一名女孩初步配型成功。 没有丝
毫犹豫，陈跃洋马上表示愿意捐献。
经过进一步的高分辨配型和体检程
序后， 她被认定符合造血干细胞捐
献条件。

第一次采集从 9 月 29 日上午
9 时开始， 一直持续到下午 1 时 30
分，陈跃洋克服身体上的种种不适，
共捐献 220 多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
液。因患者特殊情况，对方医院希望
进行补充采集，陈跃洋又于 9 月 30
日上午再次捐献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110 多毫升。9 月 30 日下午，这两袋

“生命的种子” 被志愿者转运至
1000 多公里外的广州。

“如果通过我的努力，能够让这
位花季少女的生命重新得以绽放，
那么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陈跃
洋说， 她希望能有更多人关爱血液
病患者， 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
者队伍中来。

谭尧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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