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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回苏后沉睡不省人事

“真的很可惜， 太年轻了，
刚刚30岁，2个孩子还这么小就
没了爸爸……”2月3日中午，交
汇点记者赶到苏州市高新区人
民医院，2日晚在现场值班的医
务部主任毛敦惋惜地说。

据他介绍， 凌晨3点多，医
院接到120急救电话， 称新区
长江花园的一名年轻男子沉睡
中突然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其
家人连忙打120电话求救。我
们医生在电话里先教他妻子做
人工急救， 同时120急救车立
即赶到出事家里， 医生到了现
场也做了急救。

这名男子送到医院时心
跳、 呼吸已经停止，3点半送到
医院抢救了半个多小时， 心电
图仍然呈直线。“毛医生说，4点
20分抢救医生宣布男子死亡，
现场家属瞬间崩溃， 倒地痛
哭。”只有年幼的小女儿还不懂
事，说着“爸爸睡着了”……

返程和表弟轮流开车
1400公里

交汇点记者了解到，1987
年11月出生的张明（化名）是
家中独子， 老家在湖南邵阳市
新宁县，来苏打工已多年，是一
家模具厂的工人，平时和父母、
妻儿住在高新区。

今年春节，张明自驾1400
公里带着父母、 妻儿等回湖南
老家过年团聚。 眼看着假期结
束，要准备上班，年初五，一家
人驾车开始返程。

据该男子的表弟介绍，虽
然从湖南老家开到苏州路途较
远， 全程高速也有1400多公
里，为了防止疲劳驾驶，他和表

哥张明（化名）轮流开车，一个
开车，另一个就在一旁休息，这
样算下来一个人大概开了七八
个小时。

2月2日晚上6点多钟，张
明一家人顺利回到苏州的家
里。吃过晚饭后约8点，张明就
先回房睡觉了。 张明父亲是名
屠夫， 凌晨1点多钟起来忙活，
张明还起床和父亲打了个招
呼，帮了一会忙，随后2点多继
续睡觉。

“大概到了凌晨3点， 他老
婆发现他打呼的声音不对劲、
口吐白沫，连忙去喊，却怎么也
喊不醒……” 家人立刻打电话
报警。

抢救无效
死因推断为“猝死”

交汇点记者通过高新区人
民医院的监控录像看到，3日凌
晨3点38分， 一名男子被推进
了抢救室，后面跟着一群家属，
包括男子的父母、表弟、妻子，
和一对年幼的孩子。

毛医生介绍， 该男子送到
抢救室时已经心跳、呼吸骤停，
瞳孔放大， 急救医生对其进行
了气管插管、 心脏按压等急救
措施， 但努力抢救了半个多小
时仍然没能挽回年轻的生命。
死因推断为“猝死”。男子的父
母、 妻子得知噩耗后当场跪地
痛哭、伤心欲绝。

北京市第六医院心内科主
任向小平表示，相比于白天的猝
死， 睡梦中的离世更令人惊惧。
对于心脏病人和高龄老年人，夜
晚至清晨时间段里有三个猝死
高峰期： 晚上11~12点、 凌晨
2~4点、早上6~8点。目前为止，
防止这类猝死仍是医学难题。

悲剧！春节返程开车1400公里猝死
旅途疲劳，暴饮暴食，熬夜要小心了

欢乐祥和的春节刚刚过去，3日是节后上班第一
天。但苏州高新区一名30岁的男子张明（化名）年后
再也没能站上工作岗位。过完春节的他开车从湖南老
家赶回苏州，2月2日晚上抵达。不料睡下以后没再醒
过来，于3日凌晨4点经抢救无效死亡，留下父母、妻
子和一对年幼的孩子。

●驾车时眼睛持续盯着前方，精神高度紧张，尤其是长途行驶在高速公路
上更容易消耗视力。长时间开车者的饮食中需要补充丰富的维生素a，可以服
用成品的维生素a胶丸，也可以进食肝泥、肝酱、胡萝卜等富含维生素a的食物，
以补充长时间用眼的消耗。

●驾车者长时间身体处于相同的位置无法自由变换，体力消耗极大。此时
除了需要轮换休息外，还应在休息期补充能量棒———巧克力、糖果、水果等富
含糖分的食物。

●各种营养素的摄入均需要充足的水分来确保吸收，因此驾车1天需要补
充至少2000ml水分。

●午餐可以稍微简单，但应注意营养均衡，荤素搭配。

●晚餐往往容易陷入暴饮暴食的泥潭。休息时体力消耗不多，过多的食物
只能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因此，晚餐只需要吃八成饱即可。

■来源：扬子晚报

“每年过年，这些远途返乡
的人其实很劳累、辛苦。长时间
的旅途， 加上回乡了以后忙着
过节拜年、走亲访友，春节期间
又容易暴饮暴食， 年轻人免不
了熬夜， 舟车劳顿没几天又要
再赶回苏州， 这个过程是非常
疲劳的。 这个强度比他工作都

要累、辛苦。”毛医生分析，旅途
疲劳、暴饮暴食、熬夜等都是猝
死的高危诱发因素。

毛主任表示， 再加上最近
天气变化， 忽冷忽热， 冷暖失
调， 返乡市民回来了以后又要
迅速投入到工作状态， 生理和
心理上要注意及时调整。

分析
旅途疲劳、暴饮暴食、熬夜易引发猝死

长途驾车，如何缓解疲劳

提醒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