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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5.12.2.3 维修要点
日常检查中，发现存在机械

损伤、明显锈蚀、灭火剂泄漏、被
开启使用过、达到维修年限的灭
火器，建筑使用管理单位及时按
照规定程序报修。

a）手提式、推车式水基型灭
火器出厂期满 3 年，首次维修以
后每满1年；

b）手提式、推车式干粉灭火
器、洁净气体灭火器、二氧化碳灭
火器出厂期满 5 年，首次维修以
后每满2年；

c）送修灭火器时，一次送修
数量不得超过计算单元配置灭火
器总数量的1/4，超出时，需要选
择相同类型、相同操作方法的灭
火器替代，且其灭火级别不得小
于原配置灭火器的灭火级别。

5.12.2.4 报废要点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

以报废处理：
a） 筒体锈蚀面积大于或等

于筒体总表面积的1/3，表面有凹
坑；

b）筒体明显变形，机械损伤
严重；

c）器头存在裂纹、无泄压机
构；

d） 存在筒体为平底等结构
不合理现象；

e） 没有间歇喷射机构的手
提式灭火器；

f） 不能确认生产单位名称
和出厂时间，包括铭牌脱落,铭牌
模糊、不能分辨生产单位名称，出
厂时间钢印无法识别等；

g）筒体有锡焊、铜焊或补缀
等修补痕迹；

h）被火烧过；
i） 出厂时间达到或超过下

述规定的最大报废期限：水基型
灭火器出厂期满 6 年；干粉灭火
器、洁净气体灭火器出厂期满10
年；二氧化碳灭火器出厂期满12
年。

6 应急管理
6.1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及

演练
6.1.1 应制订灭火和应急疏

散预案，并每半年应至少进行一
次演练。

6.1.2 各部门应结合单位火
灾应急处置预案，制订符合本部
门实际情况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
案，预案完成后组织本部门人员
学习，并报送本单位消防安全主
管部门备案。

6.1.3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应明确组织机构，至少包括以下
内容。

6.1.3.1 指挥员：消防救援队
伍到达之前指挥灭火和应急疏散
工作。

6.1.3.2 通信组：报火警，求
救援。

6.1.3.3 灭火组：控制火情，
阻止或延缓火灾蔓延。

6.1.3.4 疏散组：组织引导人
员疏散。

6.1.3.5 救援组：救援不能自
行疏散的患者。

6.1.4 演练时，应当设置明显
标志并事先告知演练范围内的人
员，避免造成恐慌而引发踩踏等
安全事故。

6.1.5 演练结束，总结经验，
做好演练小结和评价工作，根据
实际修订预案内容。

6.2 火灾应急处置
6.2.1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

接到报警后立即通知保安人员及
报警部位最近工作人员持通信工
具、灭火器和防毒面具，迅速赶到
报警部位核实火情。

6.2.2 火情核实后，应立即确
认系统联动控制装置处于自动状
态，准备好各楼层的平面布置
图。同时，立即拨打电话“119”，
向消防救援部门报警，说明发生
火灾的单位名称、地点、起火部
位、联系电话、燃烧物质等基本情
况。

6.2.3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
应通知值班领导，值班领导立即
组织灭火救援力量，扑灭初期火

灾和救援，其他人员按任务分工
进行处置。

6.2.3.1 灭火组：微型消防站
或志愿消防队人员带好灭火器
具，扑救初起火灾。

6.2.3.2 警戒组：保卫人员应
在着火建筑物的出入口处设立警
告标志，阻止无关人员进入。消
除路障，劝阻无关人员、车辆离开
现场，维持好建筑物外围秩序，为
消防救援队伍到场展开灭火创造
有利条件。

6.2.3.3 疏散组：组织患者和
现场人员疏散、转移。

6.2.3.4 救援组：对受伤及重
症患者进行应急治疗，防止次生
伤亡。

6.2.4 接到报警的同时，应按
下列要求立即开展应急扑救工
作。

6.2.4.1 消防救援队伍没有
到达现场时，应组织志愿消防队
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灭火、
救援、疏散。

6.2.4.2 消防救援队伍到场
后，值班领导应主动汇报现场情
况，协助消防救援队伍做好警戒、
疏散、灭火、配合、救护等工作。

6.2.5 扑救火灾的同时，应按
下列要求立即开展应急疏散工
作。

6.2.5.1 利用应急广播系统
稳定被困人员情绪，防止惊慌拥
挤。

6.2.5.2 组织疏散小组，组织
患者和现场人员疏散、转移。

6.2.5.3 疏散和抢救人员的
主要途径是医院疏散楼梯和安全

出口。在发生人流堵塞的情况
下，应迅速安排人员采取有力措
施进行疏散或避难。

6.2.5.4 当入口受到烟雾或
高温威胁时，应采用消防卷盘或
水枪降温等方式，保护疏散人员
安全。

6.2.5.5 对受伤或无法自行
疏散的被困人员，应组成救护组
直接抢救或组织被困人员互救。

6.2.5.6 屋顶发生局部塌落
时，在保证安全前提下，应迅速组
织经过训练的专职或志愿消防队
员，利用水枪掩护深入火场，救助
被困人员。

6.3 事故分析取证
扑灭火灾后，做好相应的善

后工作，对使用过的消防器材和
设备进行复位、检查和修理。通
过调阅视频监控、询问相关人员、
现场勘查等方式调查火灾原因，
保护现场，配合消防救援部门事
故调查。

6.4 信息上报
6.4.1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

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
人报告。

6.4.2 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
报告后，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
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
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立即如实报告当
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

6.4.3 事故处理完成后，上交
完整的书面汇报材料。

（内容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提供）

“防艾专家进校园”
走进河南测绘职业学院

本报讯（记者朱晓娟 贾佳
丽）“结核病是艾滋病患者常见的
机会性感染疾病和‘杀手’。艾滋
病病毒与结核杆菌双重感染的致
死率极高。”3月21日，“防艾专家
进校园”活动走进河南测绘职业
学院，200 多名师生现场参与互
动。

今年 3 月 24 日是第 29 个世
界防治结核病日。本期“防艾专
家进校园”活动主题是“当艾滋遇
上结核”，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艾滋病与结核病防治方面的专
家张国龙、孙定勇、马彦民等为大

家分享了艾滋病和结核病的防与
治。

“由于艾滋病病毒破坏了人
体免疫系统，结核杆菌潜伏感染
会发展为活动性结核病。结核病
是艾滋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此外，结核病还会加重艾滋病的
病情。”访谈中，孙定勇为在场师
生详细讲解了“当艾滋遇上结核”
后果很严重的原因。

专家们建议，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要定期开展结核杆菌筛查。
结核杆菌潜伏感染者是结核病预
防性治疗对象。规范的预防性治

疗可以防止结核杆菌潜伏感染者
发展为结核病。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传染
病防治处处长徐淑雷说，河南省
疾病预防控制局自成立以来，高
度重视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大
力推进多病同防、综合防控，多举
措持续推动校园艾滋病、结核病
等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的开展。
希望同学们能够扛起时代赋予的
责任，保持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保护好自身和家人健康。

河南测绘职业学院纪委书记
郭书克介绍，学校构筑了课内与

课外、培训与活动、同伴教育与专
家指导、知识教育与责任教育相
结合的宣传教育体系，不断满足
大学生对健康及艾滋病防治知识
的需求。希望同学们积极参与、
主动开展防艾宣教活动，为有效
防控艾滋病的传播蔓延贡献青春
力量。

为了提高师生们参与的积
极性，活动组织者还安排了“答
题闯关领礼品”互动环节。学校
志愿者们精心彩排、倾情演绎的
歌曲、舞蹈穿插于活动中，寓教
于乐，让师生们在轻松有趣的氛

围中学习了防艾知识，提升了防
艾技能。

“此次活动兼具知识性和趣
味性，让我们了解了艾滋病的特
征，同时提醒自己要洁身自爱，做
好安全防护措施。”活动结束后，
一名测绘工程系的学生对记者
说。

自2019年以来，由河南省卫
生健康委、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
局、河南省教育厅主办，医药卫生
报社联合河高校承办的“防艾专
家进校园”活动已连续举办 46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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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7 日凌晨 3 时，濮
阳市人民医院接到外院请
求支援的电话：一名患者阴
道大量出血，已经休克，需
要转诊。

3时20分，患者被送到
濮阳市人民医院。患者蔡
某，37 岁，既往 2 次剖宫产
史，孕18周，因药物引产失
败于16日18时接受胎儿钳
夹术，术后阴道大量出血，
服用止血药物后，阴道流血
减少；17日凌晨1时再次出
现阴道大量出血，且出现休
克。

医务人员根据患者既
往病史、体格检查及辅助检
查，考虑患者为弥散性血管
内凝血、失血性休克、子宫
破裂、急性失血性重度贫
血、疤痕子宫。患者到达手
术室时，急诊科、检验科、超
声科、输血科、产科等科室
医务人员已经做好准备工
作。

3时45分，多学科专家
联合抢救，启动急救绿色通
道，采取输血、补液等措施
纠正失血性休克及弥散性
血管内凝血。术中，专家探查发现患者子宫下段膨大、浆膜
层尚连续、表面紫黑色，透过浆膜层可见宫腔积血，切开浆膜
层后大量积血块涌出，宫腔内残余部分胎盘组织、仍有活动
性出血，子宫前壁肌层全部断裂，后壁肌层部分断裂。专家
为患者清除残余胎盘组织，缝合子宫断裂基层。

术后，患者生命体征平稳，精神状态明显好转。3月20
日，患者顺利出院。

胎儿脐带血栓
医生紧急抢救

本报记者 王明杰

近日，一名孕 37 周的孕
妇来漯河市妇幼保健院做常
规产检。门诊胎心监护显示
异常，产检医生建议孕妇住
院。办理入院过程中，胎儿
胎心在70次/分~110次/分之
间波动，医生考虑急性胎儿
窘迫。

胎儿窘迫是产科的急症
之一，会引起胎儿缺氧和酸
中毒。该院产科副主任医师
臧娅迅速启动剖宫产应急预
案，在多学科通力配合下，新
生儿分娩出来仅用 14 分钟，
母子平安。术中，医生发现

产妇羊水三度粪染，胎儿脐
带血管充盈差。术后，胎盘
病理提示：脐带血栓形成。3
月 18 日，产妇顺利出院，新
生儿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
病房。3 月 19 日，新生儿出
院。

专家提醒，脐带血栓形
成是由胎盘因素、脐带因素、
胎儿因素、孕妇因素、免疫因
素等导致的，需要根据情况
进行针对性治疗。如果出现
胎儿脐带血栓，孕妇应及时
就医，明确具体病因后对症
治疗，以免延误病情。

↑3月21日，在南阳市中心医院，医务人员向群
众发放睡眠障碍科普手册。今年3月21日是第24个
世界睡眠日，主题为“健康睡眠，人人共享”。当天，该
院举办世界睡眠日义诊活动，帮助群众解决失眠难
题，呼吁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睡眠健康问题。

乔晓娜 张馨月 王凤鸣/摄

急救故事

健康睡眠 人人共享

→3月21日，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中心的
睡眠医师正在为失眠患者做心理评估。当天，该院睡
眠中心组织开展世界睡眠日系列活动，为群众免费提
供问诊、用药咨询、睡眠质量评估及健康科普等服务，
进一步推广科学睡眠和睡眠卫生知识，帮助群众预防
睡眠障碍相关疾病。 张 霞/摄

↑3月21日，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医务人员正在为
患者讲解产前筛查相关知识。今年3月21日是第13个
世界唐氏综合征日，主题为“预防唐氏，关爱唐氏儿”。3
月20日和21日，该院医学遗传研究所举办了主题义诊
活动，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唐氏综合征，做好孕期保健，科
学孕育健康新生命。 冯金灿 崔冰心/摄

↑3月21日，在兰考县人民广场，兰考县中心医院
医务人员向群众讲解唐氏综合征的相关知识。当天，
兰考县中心医院开展了主题宣传活动，旨在科普孕前
优生检查、产前筛查及产前诊断相关知识，降低出生缺
陷率，进一步增强群众优生意识。

张治平 栗志海/摄

预防唐氏
关爱唐氏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