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本无所谓闲事，只因为没有这许多遍管的精神

和力量，于是便只好抓一点来管。为什么独抓这一点呢？

自然是最和自己相关的，大则因为同是人类，或是同类，

同志；小则，因为是同学，亲戚，同乡。      

每周健康参考 
（又名《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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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大现“爱心宿舍” 宿舍半数成员有急救证书 

前几日，福建农林大学南区 3 号楼王怡华被热水袋烫伤的水泡突然破裂，她

在同学的建议下来到爱心宿舍，急救员们立即拿出纱布、剪刀、消毒水、料布、

棉签等为她清创。“用药很方便、服务很周到，让人感到很温馨。”该宿舍 8

个女孩都接受过学校红十字会的急救医务知识培训，“爱心宿舍 NO.1”成立以

来，她们除了为同学们提供药品，还帮助多位受皮外伤的同学简单处理了伤口。 

福建农林大学红十字会副秘书长黄小龙介绍，“从这学期开始，我们将在每

栋学生宿舍楼设置一间爱心宿舍。”“爱心宿舍”内必须有 50%的人员(如是四

人间的宿舍则需三人)获得“急救员”或“初级救护技能合格”证书。目前，他

们已经完成了“爱心宿舍”报名，接下来将在全校范围内选拔。（来源：福州晚报 5

月 18 日）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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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小提提提示示示                           

口渴时不宜大量喝水 

保障日常健康饮水，除了从源头上把控饮用水安全外，养成良好的饮水习

惯也是不可或缺的。 

生活中常喝的饮品包括白水、茶水、饮料等，白水既不含能量又解渴，是

日常生活中的最佳饮品，而白水中又以白开水为最佳。白开水容易透过细胞膜

进入细胞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增加血液中的血红蛋白含量，增强机体免疫功

能，提高人体抗病能力，是最符合人体需要的饮用水，并且干净卫生、制作简

单、经济实惠，是饮品中的最佳选择。矿泉水、矿物质水、纯净水等也可以作

为一种选择，但不宜作为主要的饮用水。 

饮水过多过少都不利于身体健康。因为人体内有一个水平衡调控系统，确

保了液体摄入量与丢失量之间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在温和气候条件下生活并从

事轻度身体活动的成年人每天最少应饮水 1200 毫升。当然，饮水也不是越多越

好。在饮水习惯方面，很多人喜欢一次性大口喝水。事实上，喝水时间应分配

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刻，原则是少量多次，每次 200 毫升左右。口渴时机体已经

处于缺水状态，并开始利用调节系统进行水平衡的调节，此时饮水虽然可以补

充丢失量，并不是最佳的饮水时机，且往往容易一次性饮大量水，加重胃肠负

担，稀释胃液而影响消化。 

一夜的睡眠会使人体丢失不少水分，我们提醒师生：尽管在起床后没有口

渴感，但体内仍然会因为缺水出现血液黏稠。早晨起床后喝一杯凉开水（150 毫

升）可以降低血液黏度，增加循环血容量，是一种健康的饮水习惯。 

 



    

 

 

卫生部：外省无偿献血者本地用血将享同等优惠 

卫生部 5月 9 日发布通知，要求各地 9 月 1 日起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无偿献

血者省内异地用血报销工作。外省区市无偿献血者在本地用血时，享有本地无

偿献血者临床用血优惠政策。具备条件的省份之间，应积极推进跨省异地用血

报销。这意味着，省内异地用血返还、报销方面有了政策突破。  

    “献血简单，用血繁琐”一直为社会各界所诟病。如今社会人口流动越来

越频繁，很多人可能在 A地无偿献血，却在 B地的医院治疗，需要输血。而异

地用血时，鲜血的“价格差价”就会显现出来。目前很多地区都规定了“用血

互助金”制度，异地用血时，除支付用血费用外，还必须交纳用血互助金——

按血液的采集、储存、分离、运输等费用的 3倍计算。还有地区以患者不是本

地无偿献血者为由，告知其不能享受当地用血优惠政策，并要求其互助献血。 

    根据卫生部的新规定，无偿献血者在省内异地用血时，其费用由用血地负

责血液费用报销的相关机构先行报销，再由献血地向用血地支付相关费用。同

一省级行政区域内，献血地和用血地用血返还标准不一致的，应当按照献血地

返还标准执行；无偿献血者在多地献血，由无偿献血者选择其中一个献血地的

返还标准执行。 

    卫生部要求，血站、医疗机构和负责血液费用报销相关机构应当安排专人

负责，不得以非本地献血者为由，拒绝为无偿献血者办理有关手续。（来源：北京

晚报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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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问问与与与答答答   

问：什么是手足口病？成人会得这种病吗？ 

答：手足口病是由一系列肠道病毒引起的传染病，春夏之交病毒活动比较活跃，

因而是手足口病的高发季。由于儿童免疫系统不完善，加之没有卫生意识，小

手触摸了不洁净的东西就往嘴里放，因此，手足口病多发于 0 到 3 岁的儿童。

近期，沪上儿科医院手足口病患儿明显增多。与以往集中在婴幼儿人群发病不

同，今年本市在中学里发现几个个别病例。根据临床观察，90%以上的手足口病

表现为发热，或手、足、口腔、屁股等部位出疱疹、皮疹。如果患儿体质较弱，

或治疗不及时，少数病例可引起严重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手足口病的预防

关键是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勤换衣服，不吃不干净的食物等。  

 

   案案案例例例集集集   

学校周边小吃摊卫生状况堪忧 

在安庆城区一些中小学周边，都能看到许多小吃摊，有的卖快餐炒面盒饭、

有的卖油炸小食品，种类繁多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尤其在周一至周五下午 5 点

半放学后这段时间，小吃摊前便人满为患，而其中以中小学生居多。 

家住市府路的吴女士，女儿在市七中读初三，夫妻两人每天上下班都忙得无

暇顾及，双方父母又不在身边，女儿每天上学吃饭问题让她很头疼。吴女士说，

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每天给女儿一些钱，让她自己买着吃，具体吃什么随女儿

自己决定。女儿曹阳说一般早上都在小摊边吃上一份鸡蛋炒面，下午放学回家

前则会在小吃摊前点上一份油炸臭豆腐和铁板鱿鱼充饥。 



吴女士说，集贤南路石化天桥下由于靠近石化一中和石化小学而成为各种油

炸小吃的集聚地，每天下午放学后这里都会聚满学生。记者发现石化一中初二

一班一位杨姓学生是这里的常客，每天下午放学后都会和几个同伴来到这里炸

一串臭豆腐。一位金姓摊主在天桥下做油炸小吃生意 10 多年了，她说每天下午

放学都会有很多学生过来炸小吃，夏天的晚上也会有一些青年人过来买小吃。

当被问及是否有营业执照及卫生许可证时，金姓摊主用满是油污的右手抓起一

串臭豆腐放进油锅里说，干油炸小吃摊这一行的哪有什么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

证。5月 12 日，记者在工农街菜市场找到一臭豆腐制造摊点，只见一长方形塑

料容器内装满漆黑的液体，臭豆腐浸泡其中呈现深黑色，阵阵恶臭熏人鼻息。

摊主说黑色液体是黑芝麻糊，经过长时间发酵制成。 

记者在随后几天时间里走访了人民路好吃一条街、孝肃路等地发现，这些地

方的小吃摊也都没有营业执照，更无食品安全许可证。而当问到他们的小吃是

否安全卫生时，摊主们都说“很卫生，没问题”。针对油炸小吃摊是否有安全

卫生问题，记者询问了一些学生家长，他们都认为，街边小吃摊没有营业执照，

食品安全卫生肯定存在问题，尤其是那些分布在中小学校周边的油炸小吃摊，

其消费主体以学生为主，长此以往，必然有损其身体健康。学生家长们吁请政

府主管部门对此应负起监管的职能，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来源：安庆新闻网 5

月 19 日） 

 

           

 

急救，从身边开始 

——记复旦大学红十字会急救队 

急救不是医院的专利，恰恰相反，真正的急救是从医院以外开始的。马路上，

复复复旦旦旦仁仁仁  



遇到的是行人；在家里，遇到的是亲属；在学校，遇到的是同学、同事……当

遇到危急状况的时候，急救，应该是由每一位身边人开始实施的，这样才能争

取到宝贵的抢救时间，挽回生命。 

      掌握急救知识和技能，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使命。现场初级急救培训

是复旦大学红十字会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凡参加红十字会的成员入会后都将

接受救护新概念、现场心肺复苏和四项技术的普及培训，入选急救队的队员还

要参加加强培训与训练，从而为选拔校内急救培训师资奠定基础，也便于急救

队在校运动会及其他重大活动期间作为医生的助手服务于全校师生。 

目前复旦大学红十字会共有急救师资 7 人，急救队成员 20 人。急救队的活

动重心主要在学生军训急救培训以及日常培训工作。2011 年急救队开展了 9 期

急救普及培训，共培训 3806 人次。培训中，急救队积极传播急救相关知识，亲

自演示止血、包扎、CPR（心肺复苏）等急救内容，并带领同学们进行实际的操

作和指导，以求每位参加培训的同学都能够掌握最基本的急救技能，同时也鼓

励同学们加入到急救队伍中，向更广大的社会群体传播急救知识。 

 

 

图为复旦大学红十字会

急救队成员在参加 2011

年上海高校急救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