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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0 日晚 8 点 30 分左右，一名身穿睡衣的女士在老公和父母的搀扶下走进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急诊

室。因老公误拿了药物，刚刚前几天生完孩子的她喝下了外用消毒药碘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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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因老公误拿了药物，刚刚前几天生完孩子的她喝下了外用消毒药碘伏！

误把碘伏当生血剂
月子里的新妈妈进了急诊室
专家提醒，误服外用药最要紧的是马上催吐

本报记者 张冰清 本报通讯员 刘千本报记者 张冰清 本报通讯员 刘千

小何（化名）一家来自台州，夫妻双方现在都在杭州工作。晚上，老公像往

常一样帮她拿生血剂。小何前几天刚生完孩子，现在在家里坐月子，这些天一

直喝生血剂补身子。

没想到，老公拿药的时候没开灯，黑暗中错将消毒用的碘伏当作生血剂给

小何喝了。“大概一个瓶盖这么多，4 毫升左右，”他回忆说。小何喝下去之后

马上觉得不对劲，老公再仔细一看，才发现拿错了药。

小何的爸爸是药剂师，全家都有一定医学常识。何爸爸第一时间拿了一

罐牛奶给女儿喝，用来稀释喝下去的碘伏。

市红会医院急诊科副主治医生金璐告诉小何一家，虽然喝下去的量很少，

但建议最好还是洗一下胃。

小何的胃本来就不好，又刚刚生完孩子，全家都舍不得她洗胃。他们还是愿意

让小何继续喝牛奶、清水水，催吐，来加速药物的排出。

金璐医生提醒市民，服药前一定要看清药品的标签、用途，万一误服药品，

要及时做好补救措施。如果误服强酸、强碘药物，那一定不能洗胃，只能采用

喝牛奶、清水、催吐等方式；如果误服药片、胶囊类药物，建议在六小时之内洗

胃。超过六小时的，如果对脏器功能造成比较重的影响，必要的时候需要做血

液透析。 （感谢周先生报料）

生活中，有时因忙碌或粗心，会出现误服药物的情况。这次小何一家是幸

运的，爸爸是药剂师，第一时间拿了一罐牛奶给女儿喝，用来稀释喝下去的碘

伏，换做是普通家庭，可能反应能力就慢了。

误服药怎么办？除了要尽快送医，钱报记者综合了急诊科医生的建议，根

据误服的药物不同，可以采取下面的一些措施。

●误服驱蚊药水、止痒药水、止癣药水等外用药，唯一方法就是立即催吐。

可以喝盐水后用手指刺激舌根部引发呕吐，然后再喝大量茶水、肥皂水反

复呕吐洗胃。催吐和洗胃后，再喝几杯牛奶和 3~5 枚生鸡蛋清，以养胃解毒。

催吐必须及早进行，若误服时间超过 3~4 小时，毒物已被肠道吸收，催吐也就

失去意义。

●误服感冒药，维生素等问题不大。

某些治疗感冒的中成药，药性偏凉，如果误服剂量过大，对于脾胃虚弱者可能会

引起胃肠不适。但一般人误服一次不会有太大影响，可以适量饮水，加速药物排

出。很多维生素片剂长相相似，容易认错，维生素多为人体必需，误服一次也不会导

致摄入过量，不必给予特殊处理。另外，误服健胃药、消炎药、止咳糖浆等，都问题不

大。

●孩子误服药物应立即送医院。

如果你发现觉得孩子可能误食或超量服用了某种药物，及时去除孩子口中

的残留物，立即送医院或打120通知急救。不要尝试让孩子呕吐，不要给孩子和

牛奶或水，也不要给他喝帮助呕吐的果汁。这种做法可能很危险，因为液体会

加速药物的分解，引起宝宝肠胃不适，还会降低其他重要的急救方法的功效。

有些危险品不会马上让孩子的身体产生反应，所以，一旦怀疑孩子出现误

食，要马上送医院，不要等到孩子出现症状才处理。

●防止误服药物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家中所有药、保健品都应贴上醒目标签，尤其纸质包装的，非常容易

混淆。

第二，外观类似的药物分开放置，防止情急之下拿错。

第三，用药前一定注意核对药名、剂量和说明书，不要拿起来就吃，犯经验

主义错误。

误服了这些，可以这么办

本报讯“沉浸于此，超然物外，每天都有成长感，余事皆

是打扰。”浙江省立同德医院老干部病房护士盛晓丹用轻柔的

声音缓缓念出《我在故宫修文物》一书里的这句话。原文指的

是在故宫里日复一夜地临摹古书画，而盛晓丹觉得，用来描述

自己的工作状态，也十分恰当。

昨天，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的护士们参加了一场院内的朗

读活动。护理部主任徐东娥告诉钱报记者，灵感来源是央视

大火的节目《朗读者》，“希望我们的护士通过朗读发现生活的

美好，同时把美好传递给她们护理的患者。”

前段时间，盛晓丹看了《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被片

中修复师的专业精神感动，随后又买了同名书籍来看。这次

医院举办朗读活动，她第一反应就是朗读这本书里的节选。

“择一事，终一身。”这个贯穿纪录片和书籍始终的理念，

也是最打动受众的东西。盛晓丹的感触更深，9 年的职业生

涯，从动摇到坚定，她深深理解这句话的涵义。

在朗读活动上，不少护士都告诉钱报记者，护士这个行业

的流失性其实蛮大。因为太忙、太累、太繁琐，很多人都坚持

不下来。

有一段时间，盛晓丹也天天抱怨夜班太辛苦，再加上自己

身体不好，经常头痛，她一度想放弃。最终让她选择留下，并

暗暗决定把护理作为一生事业的，是这份工作带给她的特殊

成就感。

过年期间，盛晓丹在夜里参与了一位 89 岁老爷子的抢

救。老爷子住院后，每天和她相处的时间比自己子女还多。

她的名字叫“晓丹”，老爷子就“使坏”给她取了个外号“胆

小鬼”。每次她一走进病房，老爷子就逗她，“我们的胆小鬼来

啦！”上夜班的时候，老爷子和其他病人还会偷偷在她护士服

口袋里塞小饼干。

那天晚上八九点，老爷子的血氧饱和度突然降低，随后各

项生命体征也慢慢消失，甚至瞳孔开始有点散大。盛晓丹和

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一起进行抢救，“当时心里一直默念，心率

快上去啊，血氧饱和度快上去啊。抢救了有 40 多分钟，真的

是从死亡线上把他一点点拉回来的感觉。”

经历越多类似的抢救，盛晓丹就越舍不得离开这个岗

位。“这种职业自豪感，真的是很多职业不能带给我的。”

“择一事，终一身”还需要精湛的专业技能。盛晓丹人称

“留置针小公举”，因为她打留置针很有一套，老爷爷老奶奶都

点名让她打针，新人打不好的时候也都请她帮忙。

老年人的血管弹性差、脆性大，所以给老人打针难度比孩

子还大。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她抽空就练习拿针，在输液皮管

上练穿刺，慢慢积累下来，才练就了这个绝活。

本报记者 张冰清 本报通讯员 应晓燕

择一事，终一身

她说，护士的自豪感
是其他职业无法带来的

你的私人
名医会所

浙江名医馆

微信扫一扫
微信公众账号
浙江名医馆
或搜号码
zjmyg1

盛晓丹朗读《我在故宫修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