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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起来还是十分
后怕。”李女士告诉记者，10
月 18日她骑电动车上班途
中，不慎与另一辆电动车发
生较严重的碰撞，那天她头
上正戴着鲨鱼夹，尽管戴着

头盔，但她摔倒时头部撞到
地面的那一刻，还是感受到
后脑勺传来剧烈的疼痛。
摘下头盔一看，头上的鲨鱼
夹已经全部碎裂，自己的后
脑勺还在不断渗出血，在路

人和好心人的帮助下，她被
立即送往医院。

经检查，李女士的鲨鱼
夹其中一根零部件扎进脑
后，经过手术已取出，目前
她并无大碍，正在休养中。

日前，吴女士在吃鱼
的时候，喉咙突然感到一
阵刺痛，她马上连吞了几
口米饭，希望能把鱼刺咽
下去，结果，鱼刺带来的刺
痛感丝毫没有减轻。

家人赶紧拿来醋让吴
女士大口喝下，一番折腾
下来，情况非但没有好转，
反而愈发严重，咽喉疼痛

难忍。在家人的陪同下，
吴女士到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就诊。

接诊医生先对吴女士
进行了常规咽喉部检查，
却未见异常；进一步 CT
检查后才发现，鱼刺已经
刺穿食管，更危险的是，
鱼刺靠近颈动脉并且已

经引发颈部积气，随时可
能发生大血管破裂出血，
危及生命。

医生迅速为吴女士制
定了紧急手术方案，全麻
下从她的颈部切开探查。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仔细寻
找，最终在食管旁取出一
枚长约 2.5厘米的鱼刺，解
除了险情。

海都讯（记者 周婉怡
毛朝青） 阴天，温度降一
点，吹来的风就有些清冷
了。22日福建多云到阴，
局部有小雨，早晨西部、
北部高海拔山区最低气
温 大 多 在 14℃ ~16℃ 之
间，其余大部分地区在
18℃~22℃。

未来三天，福州天气
平稳，以多云到阴为主，局
地偶有阵雨洒落，高温起
伏不定，低温逐步下行，日
最高气温 27℃~31℃。早
晚变得更凉了，市民要及
时添衣保暖。

早晚更凉了
请及时添衣

福州市区
今起三天天气

21日 多云
28℃~23℃

22日 多云
31℃~22℃

23日 多云
27℃~17℃

时尚单品“鲨鱼夹”险成“索命利器”
福州一女子讲述“惊魂一刻”；专家提醒，鲨鱼夹或硬质发卡，开车、乘车、运动时

都不宜佩戴

鱼刺卡喉后“神操作”女子食管被刺穿
医生提醒，民间流传的“大口吞咽食物”的方法，可能导致异物划伤食道，带来更大的麻烦

鱼刺卡住喉咙后，应
该怎么做？林昶表示，
正确的做法是立即停止
进食，尝试轻轻咳嗽，有
时细小的鱼刺会随着气
流被咳出，但咳嗽时需
注意力度适中，过度用

力 可 能 会 损 伤 喉 部 黏
膜。

如果鱼刺位置较深，
自己无法取出，应及时
就医。医生会使用专业
的工具如喉镜、食道镜
等，来查找并取出鱼刺。

此外，吃鱼时要细嚼
慢咽，集中注意力，避免
边吃边说话或大笑，以
免 增 加 鱼 刺 卡 喉 的 风
险。鱼最好不要与饭团
或其他菜混嚼，以免小
刺混入其中。

近日，福州吴女士（化名）吃鱼时，不慎将一根长约 2.5 厘米的鱼刺吞入
喉。意识到喉咙有异物后，她连吞了几口米饭，又喝了好几大口醋，一番折腾
后，情况反而更严重，咽喉疼痛难忍。

到医院检查后发现，鱼刺已经刺穿吴女士的食管，随时有大血管破裂的危
险！最终，医生通过全麻下的颈部切开探查术，将吴女士食管里的鱼刺取出。

吴女士也因自己的误操作，吃尽了苦头。

□小贴士

附一医院耳鼻咽喉头
颈外科主任林昶主任医师
介绍，喉咙周围分布着丰
富的血管和神经，如果鱼
刺等异物长时间停留在喉
咙内，可引起咽喉部黏膜
下出现感染。而民间流传
的“用食物团向下用力咽”
的方法，不仅可能产生更

大的组织损伤，还可能导
致鱼刺完全推入黏膜内，
给医生接下来的寻找和取
出鱼刺带来更大的难度和
风险。若感染进一步加
重，还将导致深部的组织
感染，最严重的可能还会
形成纵隔脓肿。

“我们的食管有几处正

常的生理性狭窄，进食后食
物容易滞留在这些部位。”
林昶主任说，此外食管与颈
部大血管、左支气管、主动
脉弓等重要器官相邻，若处
理不当，导致鱼刺移动，有
可能刺穿食管，“最可怕的
是导致大动脉破裂出血，引
发致命性后果！”

鱼刺一旦被推入黏膜 伤害更大取出更难

连吞米饭后鱼刺进食管 切开颈部探查才取出

生活当中，鱼刺卡喉
后，大家会想到很多“土方
法”来解决，这些办法靠谱
吗？可能产生怎样的后
果？我们一起来看看。

吞饭团、馒头，把鱼刺
“顺”下去？

答：如果鱼刺较大或
较尖锐，可能会划伤食道，
引发食道黏膜损伤，或是
刺破食道壁，引发食道穿
孔和大出血。

大口喝醋能软化鱼
刺，使其顺利排出？

答：醋虽然有一定的
酸性，但当我们大口喝醋
时，醋在鱼刺所在的部位

停留时间非常短暂，根本
来不及对鱼刺产生明显的
软化作用。大量喝醋还可
能刺激胃肠道，引起胃肠
不适。

用手指或其他物品将
鱼刺抠出来？

答：盲目用手指或筷
子抠喉咙，不仅无法取出鱼
刺，还会导致鱼刺越扎越
深，甚至容易造成喉咙周围
的组织黏膜受到损伤。

用力拍背把鱼刺拍出
来？

答：拍背对于鱼刺卡
喉的情况几乎没有帮助。
拍背产生的力量很难作用

到鱼刺所在的位置，无法
将鱼刺拍出。而且在拍背
时，可能会导致患者身体
晃动，使鱼刺移动，增加刺
伤周围组织的风险。

只要不疼了，就说明
鱼刺已经下去了吗？

答：鱼刺卡喉后疼痛
减轻并不意味着鱼刺已经
消失。有时鱼刺可能刺入
组织较深部位，暂时不再
刺激敏感的神经，从而让
人感觉疼痛减轻。但鱼刺
仍可能留在体内，随着吞
咽咀嚼运动越刺越深，导致
周围黏膜发炎肿胀，进一步
引发深部组织的感染。

鱼刺卡喉后，应立即停止进食

鱼刺卡喉，这些做法不靠谱

那么，平日里在佩戴
鲨鱼夹时要注意什么？
该如何正确使用？

专家表示，不管是鲨
鱼夹还是其他形式的硬质
发卡，都应选择适合的场
景使用，比如：不建议在开
车、乘车、运动时佩戴。

医生提醒，除了鲨鱼
夹之外，生活中，利器贯
穿身体的事故并不少见，
若不慎陷此险境，切不可
随意大幅度移动或盲目
拔除利器，应立即拨打
119、120 等急救电话，等
待专业人员救援。

近日，四川的胡先生和女友骑电动车时不慎摔倒，由于女友头上戴着鲨鱼夹，后脑着地
受力，导致头骨骨折。两次开颅手术后，她虽捡回一条命，却成了植物人。此事引发很多网
友关注。

“鲨鱼夹”是许多长发女生家中备着的日常用品，它不仅能轻松、稳定地夹起头发，还能
营造“慵懒氛围感”，因而受到许多女生的喜爱。但这种实用、方便又便宜的时尚单品，却藏
着致命的安全隐患。近日，在福州上班的27岁李女士也遭遇了“惊魂一刻”。

记者搜索发现，此类“鲨
鱼夹”事件不在少数：2023年
10月27日，安徽一名13岁女
孩戴鲨鱼夹洗漱时，因脚滑
在卫生间摔倒，夹子划破头
皮，缝了3针；2024年8月27
日，湖北武汉一名57岁女子
骑电动车时不慎摔倒，鲨鱼
夹扎进脑后，伤口深可见头
骨，缝了8针；2024年9月19
日，四川宜宾一女子不慎滑
倒，脑后佩戴的鲨鱼夹将头
部扎破导致出血……

鲨鱼夹为何有如此大

的杀伤力？
为李女士医治的福建

省立医院金山院区急诊科
医生介绍，鲨鱼夹佩戴的位
置通常在脑后正中央，这个
位置有脑干和小脑，负责控
制人体呼吸、心跳、行为动
作等重要生理功能。此外，
后脑勺没有太多的组织覆
盖，相对脆弱。

市面上的鲨鱼夹材质
多样，有些是金属材质的，
大部分是塑料材质，大多都
很硬，且呈锯齿状，相互咬

合，尖端偏尖。
佩戴者无意识跌倒或遭遇
意外撞击时，鲨鱼夹可能变
成一把“利刃”，刺入头皮或
后脑勺，危及生命。

此外，据媒体报道，国
家消防救援局对发生意外
时鲨鱼夹的威力做了多次
试验。试验显示，消防人员
把鲨鱼夹绑在汽车座位头
部位置，并用甜瓜模拟人头
部遭遇冲击时的场景，结果
小小的鲨鱼夹竟深深地刺
入甜瓜，留下痕迹。

女子骑车摔倒“鲨鱼夹”扎进脑后

“鲨鱼夹”致人受伤事件频现

这些场景
应避免使用“鲨鱼夹”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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