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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肺曲霉病
大爷搞大扫除诱发哮喘

江苏扬州的张大爷今年73岁，平时
独居，身体还算硬朗，有哮喘病史。春
节将至，他开始在家中大扫除，但过程
中他吸入了大量灰尘和霉菌孢子，导致
哮喘发作。

于是，张大爷服用了常备的哮喘药
物，但症状并未缓解，反而逐渐加重。
随后，他被家人紧急送医。经检查，医
生发现张大爷的肺部出现了感染，确诊
为肺曲霉病。

医生解释，肺曲霉病是一种由曲霉
属真菌引起的肺部疾病，主要通过吸入
空气中的曲霉孢子而感染。

我国曲霉菌感染中，烟曲霉感染最
多见，其次为黄曲霉、黑曲霉、土曲霉
等。人若不慎吸入，则会导致过敏，产
生轻微的咳嗽或是低烧等症状；如果长
时间吸入霉菌可能寄生于支气管内，伤
害人体组织，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呼吸衰
竭甚至死亡。

因此，在大扫除等活动中，当灰尘

和霉菌孢子飞扬在空气中，对患有呼吸
系统疾病的人来说，是巨大的风险。

万一不慎吸入突发哮喘怎么办？
医生表示：第一时间要脱离过敏

原，离开粉尘、霉菌较多的环境；平躺、
站位变坐位，平躺时气道塌陷，坐下并
向前探身体时，膈肌会下移，呼吸道能
被打开，且让肺的容积更大；用腹式呼
吸，并尽量缓解紧张情绪；及时用药并
就医，尤其是有支气管哮喘病史的患
者，建议随身携带急救药物。

接触了氢氟酸
男子三根手指竟被腐蚀

近日，福建泉州的钟先生在家里搞
大扫除。他在用棉签蘸取氢氟酸清理
陶瓷上的陶瓷花纸时，虽然已戴上两层
工业布手套，但因未使用专业的橡胶手
套，且蘸取量较大，氢氟酸渗透进了布
手套，造成手指灼伤。

医生诊断，他的后期治疗可能要持
续一两个月，这个年算是过不好了。

氢氟酸听起来陌生，但其实不少人

家中常备的清洁剂就可能含有这种成
分。氢氟酸是氟化氢气体的水溶液，无
色透明，有刺激性气味，具有极强的腐
蚀性，能够腐蚀金属、玻璃和含硅的物
体，甚至可侵蚀人体骨骼，可以说是可
怕的“化骨水”。

一位皮肤创面修复中心的医生表
示，此前接诊的氢氟酸灼伤病患并不少
见。比如：

曾有一名专门从事外墙清洁工作
的男子，在准备含有氢氟酸清洁剂时，
左手虎口处不慎接触到瓶身残留的清
洁剂，引发剧烈疼痛，后被诊断为三度
烧伤。

还有一名67岁的老人因不慎将脚
边的清洁剂碰倒，导致脚背被灼伤。一
周后创面疼痛难忍，并出现灰黑色坏死
组织及黄色渗液，经诊断为三度烧伤。

医生特别提醒：许多清洁剂都含有
强酸强碱成分，使用时需做好防护措
施。清扫工作前应戴上专用手套，避免
双手直接接触清洁剂；戴上口罩，避免
清洁剂刺激呼吸道；戴上护目镜，以防
清洁剂溅入眼睛，造成眼部损伤。

二十四，扫尘日 大扫除时要当心

这些清洁剂混用可能会“伤人”

这些“混搭”雷区可别踩

年末大扫除来了，不少人已备齐
各种各样的清洁剂，但要注意的是，清
洁剂各有不同功效，不要以为混合使
用效果会更好，严重时可能产生有毒
气体，或导致灼伤。

洁厕灵+84消毒液=氯气中毒

氯气是一种有毒气体，具有异臭
和强烈的刺激性，由食道进入人体的
氯气，会使人恶心、呕吐、胸口疼痛和
腹泻。因此，清洁卫生间的时候，84消
毒液和洁厕灵一定不要一起使用。如
果清洁后再用84消毒液消毒的话，一
定要间隔半小时以上。

84消毒液+洗衣液=有毒物质

洗衣液和84消毒液混合后，会产
生中和反应，既破坏了消毒效果，又导
致洗衣液中的有效成分降低。有些洗
衣液中的成分还会和 84 消毒液发生
反应，产生有毒物质。因此，最好将84
消毒液和洗衣液分开使用。

洗洁精+洁厕灵=清洁效果减弱

洗洁精是碱性清洁剂，用来清洁
油脂性污垢；洁厕灵含有盐酸，是酸性
清洁剂，用来清洁卫生间的碱性污
垢。二者混合，会发生中和反应，变成
盐和水，清洁效果会大打折扣。

综合央视财经、科普中国、《中国
应急管理报》报道

科学有效的清洁这样做

霉菌青睐潮湿的环境，在温度
20℃—30℃、湿度80%以上的地方最容
易繁殖。春节前大扫除，也要做好必要
的防护措施。戴口罩、手套，按需佩戴
护目镜。

污染物清理：若地面、家具或衣物
被分泌物或排泄物污染（如呕吐物、粪
便或呼吸道患者的痰液），需先清除污
物，再用1000mg/L含氯消毒剂进行消
毒（金属表面可使用70%酒精）。消毒
后静置15—30分钟，再用清水清洗并
擦干。

地面清洁：定期清洁地面，根据需
要增加清洁次数，清洁后保持地面干
爽。

冰箱清洁：低温可能导致病毒滞留
且保有传染性，因此对可能被污染的生
肉、蔬果以及其他可能被污染的物品进
行清理，冰箱内部亦应进行简单的清洁。

床品和衣物：定期更换和清洗床
单、枕套、毛巾及衣服。

宠物环境：若家中饲养宠物（如猫
狗），需增加清洁频率。

垃圾处理：垃圾应包好后放入有盖
垃圾桶，并至少每天清理一次。

日常清洁：厕所需经常清洗擦拭，
并保持干爽。

洗手设施：备有洗手液和一次性擦
手纸供使用。

冲厕习惯：确保冲厕设备正常使
用，每次如厕后必须冲水，冲水时盖住
厕板。

毛巾管理：避免共用毛巾。个人使
用的擦手巾需妥善存放，每日至少彻底
清洗一次。建议准备多条毛巾以便替
换，效果更佳。掌握科学的清洁方法，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可以营造安全、
健康的居家环境。

这些易忽略的清洁细节

家中的这些地方最容易滋生霉菌，
如何有效去除。

居室：开窗通风是最有效的除霉方
法。应尽量在房间对角线方向上打开
至少两扇窗户换气，或使用空调的除湿
功能来降低湿度。

厨房：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打开
厨房的排风扇通风。

浴室：浴室内最易滋生霉菌，避免
在浴室内晾衣物；日常可在打扫后使用
除霉的专用喷雾剂。

布艺沙发：定期清洗沙发套，并在
阳光下暴晒。

打扫卫生时，还有这些容易忽略的
清洁细节需特别注意。

通风：每日开窗通风2—3次，每次
不少于30分钟，可改善室内空气，保护
呼吸系统健康。

高频接触物品清洁：使用75%浓度
医用酒精擦拭手机、钥匙等物品，可快
速清理污渍，消灭细菌。

清洗清洁工具：及时清洗抹布、拖
把等，可有效防止细菌滋生，保持家居
环境卫生。

特别提醒！家居空气无需消毒，加
强通风换气即可。不要向室内空气中
及物体表面大面积喷洒酒精，也不要网
购“喷雾消毒剂”用于空气消毒。一方
面，酒精喷洒到空中若遇热源、火星，极
易引发火灾或爆炸；另一方面，悬浮于
空气中的小颗粒消毒剂液滴容易被人
体吸入，引起呼吸道不适。

“年到年到，糕糖祭灶”，“小年”也被称为祭灶节，每到这一天，人们都要停下手里的各种活计，例行年前的祭灶送神活动。送走灶王爷后，人们开
始扫尘，北方称“扫房”，南方叫“掸尘”，各种清扫、洗刷，意在除旧布新，驱晦纳吉，干干净净迎新年。

但在大扫除时，大家一定小心。有些房屋可能平时疏于打扫，积累了大量的灰尘，其中甚至隐藏着威胁健康的“隐形杀手”。家庭里的各类清洁
剂使用不当，也是会“伤人”的。

【案例】

【相关】 【提醒】

图据《扬子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