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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健康

这些防狗咬知识你一定要知道

芜湖今年三季度急救“白皮书”发布
创伤性疾病持续占榜首

10月中旬，四川一小区内大型犬
撕咬2岁半女童的事件引发全国激烈
讨论。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万一遇
到遛狗不拴绳、疏忽管理的现象，应该
如何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被犬只咬
抓伤后又该如何应对？

日前，安徽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
心发布提醒，遇到未拴绳的恶犬，3招
教你减少被扑咬风险。首先，不要直视
恶犬的眼睛，不要保持长时间的对视，

这样不但不会让它对你产生好感，只会
让它以为你在挑衅它、威胁它，从而产
生攻击行为。

不要大声喊叫。如果被恶犬“锁
定”，首先保持冷静，不要尖叫，巨大的
叫喊声只会激怒恶犬，让它暴怒和紧
张，使其发起攻击。突然遇上未拴绳的
恶犬，要尽量减少自己的存在感，尽量
轻缓地拉开距离，如果周围没有可躲藏
的地方，可站在原地不动，缓慢呼吸，等

待它离开。千万不要转身就跑，逃跑会
唤醒狗追逐和捕猎的本能，它会紧追不
放。

如果被咬伤或抓伤，按创口深度可
分为三级，按对应方法第一时间处理。
Ⅰ级：皮肤完好，只需要清洗暴露部位，
无需进行其他医学处理。Ⅱ级：无明显
出血的咬伤、抓伤；无明显出血的伤口
或已闭合但未完全愈合的伤口接触动
物，需要处理伤口和接种狂犬病疫苗，

必要时使用狂犬病免疫球蛋白。Ⅲ级：
穿透性的皮肤咬伤或抓伤，表现为明显
出血；尚未闭合的伤口或黏膜接触动
物，需要注射狂犬病免疫球蛋白。

另外，神经分布密集的部位（如头、
面、会阴、手部等）受伤和严重免疫功能
缺陷的Ⅱ级暴露病例，均按Ⅲ级处理，
都应当在伤口部位充分浸润并注射狂
犬病免疫球蛋白。

记者程茜

本报讯 10月27日，记者从芜湖市
120急救中心获悉，2023年第三季度
的院前急救报告已经发布，旨在加强全
市120服务质量，提升资源利用。

第三季度共接警电话72342次，日
均接警电话量814次，派出急救任务
11089趟次，较二季度增加约2.6%，日
均出车120趟次，累计救治病人8905
人次。疾病种类统计前三位分别为：创
伤性疾病，占比39.59%；心脑血管疾
病，占比 12.14%；中毒类疾病，占比

5.81%。
急救专家表示，创伤性疾病患者人

数持续占据榜首，致伤原因主要为：交
通事故、坠落伤、跌倒伤、打架斗殴、运
动伤等，特别是交通事故所致的车祸伤
患者 1838 人，占创伤疾病总人数的
52%。

从救治患者性别来看，男性占比约
56%，女性占比约44%，前者明显多于
后者。从救治病人的年龄结构来分
析，小于18岁的未成年人约占7.86%，

18-40岁年龄段占比19.21%，41-60
岁年龄段占比约26.1%，61-80岁老
年人占比约 26.43%，高于 80岁的占
比约20.4%。

需要说明的是，第三季度共派出
急救任务11089趟次，其中无效任务
2678趟次，空车率达24%，相当于约
每5趟次中有1趟“空车”，包括呼叫救
护车后又取消、救护车到达之前自行
离开现场或救护车到达现场后患者拒
绝转送就医，甚至于虚假呼救等多种

情况。在此，市急救中心也呼吁，急救
资源紧缺，如果您在拨打了120电话
后，因种种原因不再需要急救车，请一
定再次拨打120告知，以减少全市急
救资源的浪费。

另外，广大市民还可以通过“芜湖
市急救中心”微信公众号中的“微急救”
学习和了解一些常见疾病的急救知识，
方便救人救己，同时提升院前急救的全
民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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