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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刺卡喉，一招自救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实习生 孙夕珺

“老人和孩子要多吃鱼！”我们总在生活中提醒着身边的亲人。吃鱼变聪明，
是不少人选择进食鱼类的理由。然而，碰上鱼刺卡喉，该怎么办？

吞饭、喝醋、咳出来……这些“土办法”或许你都试过了，殊不知，越折腾，
鱼刺反而越卡越深。近日，一篇名为《一次就医流水账》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里
火热转载，患者用亲身经历写下被鱼刺卡喉后的急诊过程——为一根鱼刺，跑了
四家医院、请了四科室专家、做了两次胃镜、住了三晚医院，医生甚至告诉他：“一
根鱼刺卡喉，不及时拔除，5 年内都可能致命……”

患者自述 |

鱼刺卡喉，“鬼门关”上拐一弯
精神好点了，就来跟大家

说说我的遭遇。按照医生的说

法，我是从鬼门关上拐个弯回

来了——

前天晚饭前，我像往常一

样帮孩子挑出鳜鱼中的刺。然

而这一次有些大意，没发现一

根鱼刺落在我自己的碗里，所

以吃了第一口饭就被卡住了。

小区外就是三级甲等的耳鼻喉

医院，走过去发现关门了，辗

转两家医院，都建议转院。这

时候我已经觉得很难受，鱼刺

似乎正在往深处钻，左胸都开

始疼痛了。

之后，我打车到了杨思医

院，直奔急诊室，没想到医生

看了一眼，眉头紧锁，说：“赶

紧去仁济医院吧，这种情况我

们处理不了，尽快 !”我也顾不

得多问了，拔腿就走。仁济医

院的护士一听我描述，立即给

了个号，说不用排队了直接看

急诊医生。那医生也立即放下

其他病人，让我去做 CT。

做完 CT，医生大声呵斥：“你

这种情况随时会没命的知不知

道？”原来，那根鱼刺已经刺

破食道，直抵大动脉了，而动脉

一破，我就将和这个世界说“拜

拜”了。随后，她当即通知了

胸外科医生会诊，通知了消化

科的医生从家里赶过来做手术

……我也通知家属过来签字。

人生第一次做胃镜，医生

很快就发现了那根鱼刺，然而

她又停下来不做了，说拔出来

可能会大出血。然后我看到

一大群医生被喊到了手术室会

诊，其中有两个胸外科、两个

消化科、一个急诊、还有两个

专业做 CT 的专家。讨论后，

一位胸外科的男医生非常有担

当，反复看了CT 后说：“大出

血了我来负责，现在就去准备

好抢救室，大不了开胸。”

然而，正准备手术时，医

生却发现鱼刺不见了！无奈，我

只好再做一次 CT 和胃镜，找

鱼刺！最后，终于通过手术取

出鱼刺，而我，因这根小小鱼

刺，住了两晚医院，到现在还

记得医生说的那句：“一根鱼刺

卡喉，不及时拔除，5 年内都

可能致命……”

（摘自新浪微博网友 @ 林
沛满的博客）

记者调查 |
受访医院日均接到 5例患者

“异物卡喉的急诊病人每天

都有，被鱼刺卡喉的病人占大

多数。”记者从长沙市第一医院

急诊科了解到，今年以来，医

院平均每月能接诊 5 例因鱼刺

卡喉送急诊的病人，曾有一例

病人因延误就诊时间而病危。

随后，记者在长沙市区内

多家医院了解到，几乎每家医

院每个星期都接到鱼刺卡喉的

病人，尤其是晚餐后的类似病

人比较多。湖南省人民医院急

诊科护士告诉记者，从门诊来

看，日均接到 3—5 例鱼刺卡

喉的病人很常见，春节期间最

高时一个晚上接到 10 例类似

的病人。

该院急诊科医生刘智玲

介绍，一般来说，卡住鱼刺

的位置有三个：左右扁桃体

处、喉咙梨状窝处和食道前

两个部位。前面两个部位只

需镊子即可取出，但如处理

不当，鱼刺有可能“走”到深

处，卡在食道里。食道两侧

有血管，稍有不慎，就有可

能刺破血管。

“卡鱼刺的部位，最常见的

还是在口咽部。”湖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医

师文爱珍介绍，口咽部是最常

见也比较浅显的卡鱼刺的部位，

包括扁桃体、扁桃体周围和舌

根浅部。一旦在这里（见上图）

卡到鱼刺，患者可以尝试对着

镜子或者在亲友帮助下在这几

个部位寻找鱼刺，如果仍然找

不到，而刺痛又比较明显，建

议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

然而，如果鱼刺已经到了食

管（见右图），我们则不能“硬

来”——“硬咳、吞进去等办法

都不能采用，因为很可能导致食

管出血。”

“说鱼刺卡喉的致命潜伏期

是 5 年有一定的道理。”文爱

珍说，曾经确有病人因 5 年前

的卡鱼刺经历，导致 5 年后突

发疾病，吐血就医，“因为坚硬

的鱼刺不会被身体消化，卡的
时间久了，食管中可能出现血

栓。”

医生支招|
卡了鱼刺，怎么在家自救

“一边吃鱼肉一边聊天

是最容易卡喉的，这时，我

们就应该立即停止进食，减

少吞咽动作。”文爱珍表示，

如果被卡者是孩子，要安抚

不让其哭闹，以免将鱼刺吸

入喉腔。

发现鱼刺卡喉咙后，先

用手电筒打探鱼刺所卡住的

位置与其深浅。最好的自救

办法就是低头弯腰做猛咳干

咳动作，或用其他方式刺激

咽后壁，诱发呕吐。如鱼刺

刺入软组织不深，就可被挤

压喷出来；上述办法仍然无

果后，说明鱼刺位置较深，

应尽快到正规公立医院救

治。一旦延误治疗，就会导

致喉咙发炎引发感染。

“发现鱼刺卡喉咙后，有

人用塞馒头、大口吞饭或喝

醋等土方法，这对细软的鱼

刺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文

爱珍说，大且坚硬的鱼刺，

可能因为大口饭挤压而越陷

越深，甚至刺破食管或大血

管，这样就会带来生命危险。

而醋呈酸性，虽可软化钙化，

但需较长时间才能达到效

果。有的醋浓度太大，还会

烧伤口腔、咽喉和食道黏膜，

导致食道狭窄粘连。很多人

一喝醋就咽，与鱼刺接触时

间短，达不到效果，但可以

含在嘴里去医院就医。

急救链接 |
国际红十字会统计，全球仅 12% 的人能采取急救，但仅
5% 有效——

错误自救反“要命”
现代生活纷繁复杂，我

们面对的危险也越来越多。

据粗略统计，我国平均每天

约 200人死于车祸，平均每

天有 150 多个儿童死于意外

伤害……自救已经刻不容缓。

然而，据国际红十字会统计，

全球只有 12% 的成年人能在

突发事件中采取急救措施，

其中仅有5%是有效的。无效，

甚至错误的急救方法不仅不

能救命，甚至可能“要命”。

自救1：烫伤涂牙膏。长

沙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

师田立红介绍，烫伤后涂抹

牙膏不仅会造成感染，还有

可能阻碍医生对伤口的处置。

正确做法：皮肤表面烫

伤，应该用流水冲洗伤口，

直至疼痛感消失或减退，不

可将冰块直接放在伤口上。

不要急忙脱去被烫部位的鞋

袜或衣服，应在充分湿润伤

口后，小心除去异物，有水

泡时注意不要弄破。

自救 2：流鼻血时仰头。

湖南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主

任医师陶礼华介绍，流鼻血

后仰头可能会让血液流进呼

吸道，严重可引起窒息；如

果血液流经食道、胃里，可

能会引起腹痛、腹泻等，所

以流鼻血时不能仰头止血。

而流鼻血后再往鼻子里塞卫

生纸，容易伤害鼻黏膜。

正确做法：流鼻血后应

该用手指摁住两侧鼻翼，并

往中间挤压，时间在 10 分钟

左右；也可以用冷毛巾冷敷

鼻子周围，使血管收缩来止

血。

自救3：止血时用力捆

扎。止血如果用绳子用力捆扎

伤口，会阻碍血液循环，时间

一长就会导致肢体肿胀、青

紫，严重的还会造成肢体末端

坏死。

正确做法：将受伤部位

抬高并高于心脏，压迫伤口

5~15 分钟止血。四肢出血可

以用手指用力压迫出血部位

动脉的近心端，阻止血流。

若血液浸湿纱布，最好也不

要去掉，应往上再加敷料；

止住血后，用绷带、布条包

扎伤口。

看图说话 |
鱼刺一般卡在哪里？

专家称，吞饭、喝醋、咳出来……都非常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