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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我国被毒蛇咬伤人数为10万至30万
资料显示，蛇咬伤是我国常见

动物致伤疾病，每年蛇咬伤病例数
百万，其中被毒蛇咬伤人数为 10万
至30万。

海南省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副主
任欧阳艳红提到，被蛇咬后可致局
部组织破溃、出血，乃至引起伤者全
身过敏反应甚至出现过敏性休克。
伤口可能继发破伤风等感染，在无
干预情况下重症破伤风病死率接近
100％。更严重的是，如被毒蛇咬
伤，其血液循环毒素、神经毒素、细
胞毒素或混合毒素等可造成人全身
中毒反应甚至死亡。

最好拍摄蛇的照片
保持受伤部位低于心脏水平以下

三亚市中医院创伤中心主治医
师李畅认为“应急处理是关键”。他
说，被蛇咬后应尽量避免剧烈活动
以免加快血液循环。在拨打 120急
救电话的同时，尽可能记住蛇的基
本特征，如蛇形、蛇头、蛇体和颜色，
最好能拍摄到致伤蛇的照片，现场
不要企图捕捉或追打蛇，以免二次

被咬。如果蛇咬住不放，可用身边
合适的工具促使其脱离。等待急救
间隙，可摘掉受伤部位的戒指、手
镯、脚链等受限物品，防止因后续肢
体肿胀导致无法取出而加重伤害。

李畅同时提醒，被蛇咬伤后应
保持受伤部位低于心脏水平以下。
若经专业人士确认为无毒蛇咬伤，
且创口较小，可用流动清水清洗伤
口并咨询医院是否需要就医。若患
者感觉恶心、意识丧失、呼吸心搏停
止，要立即侧卧或开展心肺复苏，不
建议用止血带结扎，用刀切割伤口，
以及嘴吸、冰敷或烧灼伤口，更不能
饮酒或采用民间迷信方法等未经证
实或不安全的急救措施，要尽快到
安全处等待救援或立即前往附近医
疗机构。

“专业医务人员在救治时一般
会仔细观察伤口形态，留取患者血
标本备检，并根据情况进行生命体
征监测，必要时进行抗过敏、抗感染
治疗。”欧阳艳红表示，目前针对眼
镜蛇、五步蛇、银环蛇、蝮蛇等几种
典型蛇毒，部分医院储备了相应的
抗蛇毒血清。因此，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患者应去储备了血清的医
疗机构，以免耽误病情。

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
诊和创伤外科副主任袁伟表示，抗
蛇毒血清含有特定蛇毒成分抗体，
是目前最常用的能特异性中和体内
游离蛇毒、阻止其继续损害器官的

“解药”，但不同的毒蛇咬伤一般需
选择不同的血清治疗。例如，抗蝮
蛇血清对眼镜蛇毒效果很差甚至无
效。而是否使用、使用何种、剂量多
少，需由专业医生综合判断。

预防远胜于救治。专家提示，出
行时应提前充分了解环境，身处蛇类
活跃区域如草丛、树林、溪边、石堆等
环境中时，应仔细观察，时刻保持警
惕。进入可能有蛇的区域，最好穿高
帮厚实的鞋靴和长裤，行走时可用长
棍或手杖“打草惊蛇”。尽量避免夜间
在可能有蛇出没的地方活动。另外，
要谨慎选择户外休息地，不主动招惹
蛇类。由于蛇的种类较多且分布差异
性较大、患者伤情复杂、蛇毒毒理机制
多样、基层医疗救治条件有限，广大民
众无论在何种场景均应提高安全防范
意识。据新华社海口6月4日电

前4月新开工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5679个

两部门联合印发《意见》：
打造现代化用电营商环境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国家发展改
革委和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深
化提升“获得电力”服务水平 全面打造现
代化用电营商环境的意见》，明确到 2029
年，我国基本建成办电便捷化、供电高质
化、用电绿色化、服务普惠化、监管协同化
的现代化用电营商环境，我国“获得电力”
国际竞争优势进一步巩固，人民群众办电
用电获得感满意度持续增强。

优质高效的供电服务、稳定可靠的电
力供应对企业群众生产生活具有重要作
用，与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经济社会发展方
方面面密切相关，是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
的全局性事项和关键性工作。

意见明确，通过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国
际竞争优势的用电营商环境一流城市，建
设一批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用电营商环境
先进地区，发展一批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用
电营商环境特色城镇和乡村，带动全国城
乡“获得电力”服务水平整体提升。

意见围绕现代化用电营商环境的办
电、用电全链条各环节，提出了 14项任务
38条具体措施，包括将低压办电“零投资”
扩大至 160 千瓦及以下各类民营经济组
织、适度超前建设配套电网工程、加快推进
智能客服能力建设、建立适应新型主体广
泛参与的市场机制、鼓励推行“一地受理、
多地协同”的跨网办、跨省办等异地办电服
务等。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记者4日从住
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
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5679个。分地区
看，河北、重庆、辽宁、上海、浙江、湖北等6
个地区开工率超过50％。

2025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城镇老
旧小区 2.5万个。据介绍，2019年至 2024
年，全国累计开工改造老旧小区 28万个，
惠及居民4800万户、超过1.2亿人，共改造
提升各类老化管线36万公里，增设停车位
387万个，建设养老、托育等各类社区服务
设施7.8万个。

新华社发

小心蛇出没 被毒蛇咬伤怎么办？
专家：避免剧烈活动，拨打120急救电话

新华社厦门6月4日电 记者 4
日从厦门大学获悉，近日，由厦门大
学、翔安创新实验室夏宁邵团队和
万泰生物联合研制的九价人乳头瘤
病毒疫苗（大肠埃希菌）获得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这是我国
首个国产九价HPV疫苗，标志着我
国正式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具有独
立自主供应高价次HPV疫苗能力的
国家。

据介绍，九价HPV疫苗的研发

开始于 2007年。最终历时 18年，研
究团队突破了使用大肠杆菌平台表
达多型别HPV类病毒颗粒（VLP）的
技术难题并完成了关键临床试验验
证，研制成功首个国产九价人乳头
瘤病毒疫苗——馨可宁9。

自 2019年起，九价疫苗已在全
国开展了 5 项临床试验，累计纳入
1.1万余名 9至 45岁健康志愿者，获
得坚实的研究数据。在整个临床研
究观察期间，九价疫苗的安全性良

好。此外，研究团队还进一步开展
了九价疫苗与国外同类产品的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九价疫苗在全程免
疫后表现出与已上市同类产品相当
的免疫应答。相关结果发表在《柳
叶刀－感染病学》。

人乳头瘤病毒是导致宫颈癌的
“罪魁祸首”，危害着全球女性的健
康。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 HPV 感
染、降低宫颈癌等相关疾病发生风
险最为经济有效的方式。

首个国产九价HPV疫苗获批上市

今年6月5日是第54
个世界环境日。

6月4日，在山东省青
岛市李沧区浮山路街道旭
东社区，宣讲员为居民讲
解垃圾分类知识。

世界环境日将至，各
地开展多样活动，倡导社
会公众积极行动，投身美
丽中国建设。新华社发

迎接环境日

6月3日，据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6月2日，一游客在三亚被不明生物咬伤，自行前往医院就诊，先后经三
亚中心医院和某战区医院救治无效后死亡。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2日凌晨零时许，该游客步行回酒店途中被不明物咬伤并流血，回酒店简单消毒并处理伤口后，打的士于1:05到达三
亚中心医院，自述因“不明生物咬伤后恶心呕吐右下肢麻木1小时”来院就诊，后转至某战区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目前，调查组已将涉及的两家医院相关病历资料进行封存，并联合
省级专家组加紧开展调查处理和逝者善后、家属安抚等工作。

春夏季节，蛇类进入活跃期。随着我国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曾经多栖息于山林、荒野、农村的蛇类，如今在不
少城市中也经常出没，导致蛇伤事件频繁发生，不得不防。遭遇毒蛇咬伤，该如何正确应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