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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洪水来临前

1.我国大部分地区夏秋季节多雨，应
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信息。

释义：受季风气候的影响，我国夏秋
季降雨集中，洪涝灾害多发，受灾范围广，
突发性强，不仅会直接造成严重的生命和
财产损失，也易引发霍乱、甲肝等传染病
的暴发流行。夏秋季节应密切关注天气
预报和洪涝灾害信息，结合自己所处的地
理位置和地形条件，做好防灾准备，提前
熟悉最佳撤离路线。

2.根据当地政府防汛预案，做好应对
洪涝灾害准备。

释义：为了应对洪涝灾害，各地政府
都会提前制定应急预案，个人应通过政府
网站或大众传播媒介提前熟悉本地区防
汛方案和措施，包括隐患灾害点、紧急转
移路线图、抗洪救灾机构联络方式等。

3.洪涝灾害易发地区居民家庭应自
备简易救生器材，以备洪水来临来不及撤
离时自救和互救使用。

释义：为了在发生洪涝灾害来不及撤
离时自救互救使用，洪涝灾害易发地区居
民应提前储备家用洪涝救生器材，如木
盆、木材、大块泡沫塑料等能漂浮在水面
上的物品，必要时应提前购置救生衣、应
急手电、帐篷等，以便在被困时自救或互
救使用。

4.应防备滑坡、泥石流、房屋垮塌等
次生灾害。

释义：除了洪水，在多雨季节，山区易
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和房屋垮塌等次生
灾害，山区居民建房应尽量远离山坡和河
道，连续降雨时，如发现山体土壤松动、房
屋裂痕、河水突然断流或加大等迹象时，
应及时撤到安全区域。

5.保持通讯畅通，方便撤离、呼救使
用。

释义：洪涝灾害中，如被洪水围困，应
随时保持通讯畅通，及时与救援人员进行
联系，最大程度保证获救。为了避免手机
进水损坏，在撤离时可将手机装入防水塑
料袋中。

6.洪涝灾害撤离时应注意关掉煤气
阀、电源总开关等。

释义：家庭煤气阀、电源开关等在洪
涝灾害中易受外力影响，发生泄漏，易引
起煤气爆炸、漏电等事故，应在撤离时及
时关闭。

7.撤离时要听从指挥，险情未解除，
不要擅自返回。

释义：我国各级政府和防汛机构大多
都有完善的应急撤离预案，应按照防汛部

门的要求撤离，在撤离过程中一切行动听
指挥，做到沉着冷静、迅速有序、互帮互
助、稳妥安全。切忌中途返回、更改路线、
惊恐忙乱。撤离后，在没有接到防汛部门
指示的情况下，不得擅自返回。

洪水来到时

1.洪水来到时，要迅速向高处转移，
来不及转移时，应尽快就近抓住固定物或
漂浮物。

释义：洪水来到时，应在确保安全的
情况下，迅速向屋顶、山坡和大树等高处
转移，转移过程中应沉着冷静，切忌惊慌
失措；如果突遇洪水来不及转移，应按照
快速、就近的原则，及时抓住木头、木板等
漂浮物，或尽快把身体固定在树木等上，
以免被洪水冲走。

2.如果被洪水包围，应设法发出求救
信号，及时寻求救援。

释义：如果被洪水包围无法脱身，应
尽快拨打当地防汛部门电话、119、110或
与亲朋好友联系求救，夜间用手电或大声
呼喊求救，也会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在
求救时，应尽量准确报告被困人员情况、
方位和险情。

3.在撤离时应避开高压电线。
释义：发生洪水时，接近高压电线、电

线杆等十分危险，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
者电线断头下垂时，要迅速远避，防止触
电。

4.安全转移要本着“就近、就高、迅
速、有序、安全、先人后物”的原则进行。

释义：遇到洪水威胁时，为了最大限度
保证生命财产安全，应迅速就近向高处转
移，尽量减少转移时间。在转移过程中，
应保持先后顺序和良好秩序，并确保安
全。生命是人世间最可宝贵的，切记在确
保生命安全的情况下，再设法抢救财物。

5.当发现有人溺水或被洪水围困时，
应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设法营救。

释义：发现有人溺水或被洪水围困
时，应给予帮助，设法营救。施救前应沉
着冷静，全面评估自身能力和水况，在确
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施救，切忌盲目下
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抛掷救生
圈、绳索、长杆、木板、塑料泡沫或轮胎等
给溺水者，帮助溺水者攀扶上岸。入水施
救时，需要注意，溺水者情急之下会拼命
抓紧或抱紧施救者，影响营救动作，甚至
会造成双双殒命的严重后果。一般来说，
结伴施救会增加安全性和成功率。

6.洪涝灾害期间须谨慎驾车，在不能
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不可在湿滑山路、积
水路段、桥下涵洞等处行驶。

释义：大雨天气建议不要开车上路。
在驾驶过程中如遇大雨，应及时把车就近
停靠在安全地带，等雨量减小后再上路。
在湿滑、泥泞的山路上或湍急的河道上行
驶，极易引起车辆侧翻或倾覆。积水路段
可能存在路面井盖移位等问题，涉水行驶
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多雨季节，桥下涵
洞容易积水，最好绕路行驶，不可强行通
过。如果车辆在积水路段或地势低洼处
熄火抛锚，应尽快离车，寻求救援。

灾后防病

1.不喝生水，只喝开水或符合卫生标
准的瓶装水、桶装水或经漂白粉等处理过
的水。

释义：发生洪涝灾害，政府和防汛部
门会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安全饮用水供
应。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只饮用瓶装
水和桶装水。洪水中含有大量的泥土、腐
败动植物碎屑、细菌或寄生虫，即使用肉
眼看起来很干净的河水、山涧水、井水、泉
水或湖水，也有可能已被动物粪便、有机
或有毒化学物质等污染，直接饮用非常危
险。在因缺水危及生命不得不饮用的情
况下，必须按照说明书标明的比例，用明
矾和漂白粉（精片）澄清、消毒，至少煮沸5
分钟后，方可饮用。

2.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不吃淹死、
病死的禽畜。

释义：洪涝灾害一般发生在高温高湿
的夏秋季节，食物容易腐败变质，食用腐
败变质或不洁食物易引起痢疾、伤寒、甲
肝、霍乱等肠道传染病和食物中毒。动物
肉类腐败变质后产生的肉毒素等严重威
胁生命，切忌食用。来历不明的禽畜可能
死于传染病，不可加工食用，最好深埋处
理。扁豆等豆类须炒熟煮透后食用，不可
食用发芽的土豆，不可自采野生蘑菇等食
用，以免引起食物中毒，危及生命。

3.注意环境卫生，不随地大小便，不
随意丢弃垃圾。

释义：环境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即
使在抗洪救灾过程中，也应注意环境卫
生。洪水过后，环境中的垃圾较多，应尽
快清理，集中堆放，避免污染水体。随地
大小便不仅会污染水源，还可能造成苍蝇
大量滋生，传播甲肝、痢疾、霍乱等肠道传
染病。感染血吸虫病的人和动物粪便中
含有血吸虫病虫卵，随意排放，有可能引
起血吸虫病的传播流行。

4.避免手脚长时间浸泡在水中，尽量
保持皮肤清洁干燥，预防皮肤溃烂和皮肤
病。

释义：人体皮肤长时间浸泡在水中，

会引起皮肤溃烂、感染等严重后果。下水
劳动时，应每隔1小时~2小时出水休息一
次。

5.做好防蝇防鼠灭蚊工作，预防肠道
和虫媒传染病。

释义：苍蝇是甲肝、霍乱、伤寒、痢疾
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染源，老鼠体内含有
流行性出血热病毒、钩端螺旋体和鼠疫
杆菌等，蚊子是乙脑、疟疾、登革热、丝虫
病、黄热病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染源。在
洪涝灾害中，人与蚊蝇鼠等接触的机会
增多，应加强杀灭工作。室内可用苍蝇
拍灭蝇，食物应用防蝇罩遮盖。可使用
粘杀、捕杀等方法灭鼠，发现老鼠异常增
多的情况须及时向当地有关部门报告。
应使用驱蚊驱避剂、蚊帐等防蚊，外出穿
长袖衣裤。

6.勤洗手，不共用个人卫生用品。
释义：手是人体接触外界环境最多的

器官，传染病也极易通过用手触摸食物、
揉眼、抠鼻孔等传播，经手传播的传染病
包括甲肝、痢疾、霍乱、伤寒、手足口病等
肠道传染病，“红眼病”等皮肤黏膜性疾
病，以及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用香皂、
洗手液、流动水正确洗手可预防传染病的
传播流行。共用毛巾、手帕等个人用品会
引起皮肤黏膜性传染病的传播流行，要经
常消毒，一人一巾。

7.如出现发热、呕吐、腹泻、皮疹等症
状，要尽快就医，防止传染病暴发流行。

释义：发热、呕吐、腹泻和皮疹可能是
严重传染病的早期信号，洪涝灾害期间，
一旦出现这些症状，要尽快就医。

8.在血吸虫病流行区，尽量不接触疫
水，必须接触时应做好个人防护。

释义：血吸虫病是由血吸虫引起的一
种慢性寄生虫病，人和动物通过皮肤和黏
膜接触含有血吸虫尾蚴的水体而感染。
我国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湖南、湖北、江西、
安徽、江苏、四川、云南等7省部分地区仍
存在血吸虫病传播风险，应谨慎接触野外
水体，下水生产劳动时应穿戴胶靴、胶手
套、胶裤等防护用品或涂抹防护油膏。如
已接触疫水但未采取防护措施，应主动去
血防部门检查，发现感染应尽早治疗。血
吸虫病疫区应加强家畜管理，禁止到有螺
洲滩放牧。要加强人畜粪便管理，未经无
害化处理不得排入水体。

9.保持乐观心态有助于问题解决。
释义：人在洪涝灾害中容易出现焦

虑、抑郁、绝望等不良情绪，严重的会引
起心理疾病。任何灾难最终都会过去，
保持乐观心态，有助于积极应对，重建家
园。

面对洪涝灾害 应该如何应对
康教育健

肛肠全程无痛技术培训
常年招生

学痔瘘技术送鼻炎技术
联系人：田长修 电话：13653737333

地址：卫辉市人民路北段田氏痔瘘专科门诊
广告

日前，特大暴雨袭击河南部分地市，
郑州单日降雨量达457.5毫米，是当地设
立监测站以来的历史最高值，在地铁、城
市道路、公共交通、排涝河流等遭受重创
的同时，多家医院也未能幸免于难。在
暴雨退去之后，重振旗鼓的医院陆续开
诊，这当中凝聚了医院全体医务人员、建
筑施工单位、抢险救灾专业队伍及社会
爱心人士的共同心血。暴雨过后我们应
对医院面临类似事件思考如下：

医疗建筑设计布局是否需要重新考
虑调整。由于近年来医院发展势头迅
猛，受院区固有面积的影响和制约，高层
医疗建筑成了发展方向，而与之配套的
供电系统、大型医疗设备也随之转入了
地下。在特大暴雨引发的内涝发生后，
地下室也深受雨水之害，断电、停水、大
型医疗设备被浸泡，导致了医疗工作的
瘫痪。

事实证明，保障供电是医院的首要
任务。目前多数医院都采用的是双回路
供电，但由于配电房设在地下，一旦被水
浸泡就不得不断电，所谓的双回路供电
也形同虚设。因此我们应当重新考虑将
医院的配电房设在室外地上的较高位置
处，或考虑设置在楼顶位置。三级医院
在双回路电源的基础上建议自备应急柴
油发电机组，在应急状态下优先保障急
诊抢救室、净化室、产房、手术室、重症监
护室、心血管造影检查室等患者生命安
全的重点部门需求。同时在购置医疗设
备时应充分考虑各设备自带的 UPS（不
间断电源）状况，以备不时之需。可考虑
将重要的大型医疗设备向二层及以上楼
层设置。

在地下室的建筑设计中要优先考虑
内涝防护设施，比如在出入口处钢筋混
凝土挡墙要高出周边地面1米（墙体1米
以上采用钢结构幕墙，用以承受水压
力），口部设置铝合金挡淹板，挡淹板扣
在口部的凹槽里，平时兼作防盗卷帘。
在出入口下方，均设置横截沟及集水井，
集水井内提前设置大功率抽水泵。在地
下室内最低处预留足够容积的区间泵
房，通过大功率水泵抽排设备及时排出
地下室内的积水。

对新建医院的周边环境要重点考
虑，尤其是在紧靠沿河地带时。新建医
院地基、周边道路标高应适度提高。对
现有医院内部的雨水污水地下管网进行
升级改造，改用管径较大的雨水管道。
雨水的汇集口应尽量设计在医疗建筑的
两侧，使雨水能从建筑物两侧分流入地
下管网。

特殊应急物资的储备要考虑充分。
比如在地下室的入口处要常备足够量的
沙袋应急时使用。应急物资储备仓库设
立在二楼及以上位置，除必备的食物、饮
用水等生活用品外，可考虑储备皮划艇、
救生衣、雨衣、雨靴等救生设备。建议储
备一定数量的小型发电机，在应急状态下能快速分发到各
重点科室使用。并要在医院适宜的区域提前预留应急避
难场所和应急救护所。

应急转运交通工具的涉水性能需要提升。随着空中
救援设施的不断投入，应充分利用高层建筑楼顶或平坦开
阔区域设立应急停机坪，并对原有的急救转运车辆的涉水
性能进行升级，备用一定数量能满足应急涉水转运所需的
车辆，比如全地形水陆两栖车等。本次暴雨事件中某省直
医院购置的乌尼莫克救护车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医院还要以此次暴雨事件为警示，拉网式对院
内所有建筑物进行安全性能检测和评估，及时进行加固改
造，最大限度地减少暴雨对现有建筑物的冲刷造成的安全
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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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文林，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卫生工程

分院院长、公共卫生主管医师、工程师、工程硕士，从
事医院管理工作20余年，其团队专业从事区域卫生
规划、医疗建筑设计、医院手术室、ICU（重症监护室）
等重点部门的规划设计及医院改扩建全过程咨询管
理服务。

洪涝灾害的发生给河南受灾地区群众
的生存环境带来严峻挑战，一些地区食物
供应紧张，受灾群众在短期内集中暴露于
多种、高水平的食源性危险因素中，身体健
康受到严重威胁。

当前正值夏季，受灾地区气温高、湿度
大，食物受淹易造成腐败、变质；此外，洪涝
灾害过后，可能会有大量的畜禽、鼠类及其
他动物尸体，其体内可能携带的致病菌大
量繁殖并产生毒素污染水源和食物；更严
重的是，一些受淹的农药化肥仓库、厕所、
粪池、畜厩、垃圾和污水坑等，会进一步污
染水源，促使土壤中各种微生物成倍繁殖，
导致田间地头的谷薯蔬果快速发生霉变和
腐败。

学会鉴别常见食物的卫生质量，可以
有效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食物的卫生
质量主要依靠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和听
觉等来鉴定食品的外观形态、色泽、气味、
滋味和硬度（稠度），具体要点如下：

一、畜禽肉品的鉴别要点
无论是淹死的还是饿死的家畜家禽都

不能再食用，其他凡是与洪水接触的一切
食物也必须丢弃。烹饪肉类前先看其外
观、色泽，特别应注意肉的表面和切口处的
颜色和光泽，有无色泽灰暗、是否存在瘀

血、水肿、囊肿和污染等情况。然后嗅肉品
的气味，不仅要了解表面的气味，还应感知
其切开时和试煮后的气味，注意是否有腥
臭味。最后，用手指按压触摸以感知其弹
性和黏度，结合脂肪及试煮后肉汤的情况，
综合判定其肉品质量。

二、粮谷类的鉴别要点
可正常食用的粮谷外观颗粒饱满、完

整，具有固有的正常色泽，无霉变、虫蛀、杂
物、结块等现象；取少量粮谷放在手掌，用
嘴哈后立即嗅闻其气味，如无异臭、异味便
可以食用。

三、水产品的鉴别要点
先观察鱼眼是否饱满突出，鱼鳃是否

鲜红，然后检查其全身和鳞片，用一块清洁
的吸水纸浸吸鳞片上的黏液来观察和嗅
闻，鉴别黏液的质量。必要时用竹签刺入
鱼肉中，拔出后立即嗅其气味，或者切割成
小块鱼肉，煮沸后测定鱼汤的气味与滋味。

四、豆制品的鉴别要点
观察其色泽、组织状态，嗅闻其气味和

品尝其滋味，其中应特别注意其色泽有无
改变，手摸有无发黏感觉及发黏程度如何；
不同品种的豆制品具有本身固有的气味和
滋味，一旦豆制品变质，即可通过鼻和嘴感
觉到。

五、植物油脂的鉴别要点
观察油脂色泽是否正常、有无杂质和

沉淀物，鼻嗅是否有霉、焦、哈喇味，口尝是
否有苦、辣、酸及其他异味。另外也可进行
加热试验，当油脂酸败时油烟会浓重而呛
人。

六、饮料的鉴别要点
对于液体饮料，应注意其包装封口是

否严密、有无漏气，倒置后有无悬浮物或沉
淀物，其颜色深浅是否符合正常要求；鼻嗅
和口尝是否酸甜适度、清凉爽口、有无令人
不愉快的气味和滋味。对于固体饮料，则
应注意包装是否完好、颗粒是否均匀、组织
是否细腻，有无结块和超期变质现象。

七、蔬菜的鉴别要点
从色泽上看，各种蔬菜都有其固有的

颜色，有发亮的光泽，以示成熟度和新鲜
度。

从蔬菜气味看，多数都具有清香、甘辛
香、甜酸香等气味，有腐烂变质的亚硝酸盐
味或其他异常气味即为异常。

从蔬菜滋味看，因品种不同而各异，多
数滋味甘淡、甜酸、清爽鲜美，少数具有辛
酸、苦涩的特殊风味以刺激食欲；如失去本
身原有的滋味即为异常。

由于各种客观因素或非正常因素造成

的蔬菜形态异常主要表现为：蔫萎、枯塌、
损伤、病变、虫蚀等。

八、乳及乳制品的鉴别要点
主要是观察其色泽和组织状态，嗅其

气味，尝其滋味。
对鲜乳而言，应注意色泽是否正常、质

地是否均匀细腻、滋味是否纯正，以及乳香
味如何。同时应留意杂质、沉淀、异味等情
况。

对乳制品而言，除注意上述鉴别内容
外，还应有针对性地观察酸乳有无乳清分
离，奶粉有无结块，奶酪切面有无水珠和霉
斑等情况，必要时，可以将乳制品冲调后进
行鉴别。

九、蛋及蛋制品的鉴别要点
鲜蛋的鉴别分为蛋壳鉴别和打开鉴

别。前者包括眼看、手摸、耳听、鼻嗅等方
法，也可借助灯光透视进行；后者是将鲜蛋
打开，观察其内容物的颜色、稠度、形状，有
无异味和臭味等。

蛋制品主要通过色泽、外观形态、气味
和滋味等进行鉴别。同时应注意杂质、异
味、霉变、生虫和包装等情况，以及是否具
有蛋品本身固有的气味和滋味。

（本栏目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食
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处指导）

洪涝灾害过后
如何判断家中食物是否还能吃

品安全与合理膳食食

夏季到来，各地出现强烈的暴雨天
气，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导致肠道传染
病、食源性疾病、皮肤疾病等。因此，加
强健康防护，预防疾病的发生尤为重
要。

平时要饮用开水，不喝生水。周围环
境湿度大、温度高，细菌和霉菌易繁殖，不
要吃变质的食物。勿用雨水清洗蔬菜和
水果，不吃淹死的禽畜。

被雨淋湿的厨具、餐具要彻底煮沸，

清洗消毒后再使用。皮肤若在暴雨期间
接触雨水时间过长，在暴雨结束后，一
定要及时用清水清洗干净，以免各种皮
炎的发生。

及时清理周边的环境。垃圾要尽快

清理，集中堆放，防蝇鼠灭蚊虫，勤洗
手，不共用个人卫生用品。如果出现发
热、呕吐、腹泻、皮疹等，要尽快就医，
防止传染病的暴发流行。如果生活在
血吸虫病流行区域，尽量不要接触疫
水，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重建我们的家
园。

洪水来临，不要恐惧，大家共同努力，
团结一致，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提高
防病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保障健
康，安全度过汛期。

洪涝灾害期间如何做好疾病预防
安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牛建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