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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郑东胜 周扬） 前天下午2点，海
曙章水派出所接到市民报警，说在皎口水库大坝附近发现一只受伤的大
鸟。接到警情后，民警立即赶往皎口水库。

在水库管理所，民警看到了这只大鸟，它长得很像猫头鹰，身体覆盖着
黑棕相间的羽毛，双眼圆睁，长着钩嘴和利爪，翅膀展开约有一米长，重约
两公斤。它看起来受惊不小，右侧的翅膀受伤严重，翅骨肉眼可见。

据报警的市民描述，在发现这只大鸟的地点附近，也曾有老鼠、刺猬等
动物尸体。民警将大鸟带回派出所里照顾，并喂食了一些生肉小鱼，之后，
将其交给了森林公安。

昨天，记者了解到，这只受伤的大鸟已被送到宁波陆生野生动物保护
中心进行救治。据保护中心的叶老师说，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雕鸮。

雕鸮体形硕大、威猛无比，俗称大猫头鹰，是中国最大的夜行猛禽之
一，多栖息于人迹罕至的密林中，全天可活动，飞行时缓慢而无声，通常贴
着地面飞行，食性很广，主要以各种鼠类为食，被称为捕鼠专家，也吃兔类、
蛙、刺猬、昆虫、雉鸡和其他鸟类。

叶老师说，保护中心的医生已对雕鸮右侧翅膀的伤口进行了处理，不
过，由于它的翅膀完全断了，目前也不愿意吃医生提供的食物，虽然他们会
尽力治疗，但它存活的可能性不是太高。

本报讯（记者 马涛 通讯员
阮晓薇 文/摄） 昨天，网友“正在
隐身MT”发帖反映，在中山东路阳
光广场公交站台，一名男子不慎跌
倒，后脑勺着地后大量出血。在等待
120救护车到来的时间里，数名路人
一边为其止血，一边挡在伤者外围组
成“人墙”，等救护车到来后，顺利将
其送医。

据这名网友介绍，事情发生在前
天下午约5点20分，他准备乘车时，
看到一名成年男子仰躺在地上，半边
身子搁在公交站台上，另半边躺在非
机动车道上。人来车往，几名男女焦
急地挡在外围。

“120怎么还没来？换个手机再
打一次。”一名年轻女子催促其男
友。据该网友描述，受伤男子右手搭
在额头上，头底下渗出殷殷血迹，闭
着眼一直没有说话。一名中年阿姨
蹲在一边，安慰着他：“别急，也别动，
是不是很疼啊，救护车马上就到了。”

当时，一名候车的女子还从包里
拿出了卫生巾，递给伤者，让他赶紧
拿着止血。据了解，当时在场帮助伤
者的，共有三名女子和一名男子。其
中，一名女子是伤者的同事，其他人
是候车乘客和过路人。不一会，救护
车开到附近路口，急救医生对伤者进
行急救止血后，抬上了救护车。

这起事故是怎么发生的？据目
击者介绍，伤者当时来到站点准备乘
车，刚踏上站台，整个人就往后一仰，
趔趄了一下倒在地上。眼看着头部
不断流血，女同事也吓坏了，让他别
坐起来，之后就拨打了120急救电
话。

记者昨天上午注意到，阳光广场

公交站旁的非机动车道上仍有一滩
血迹。至于“肇事”的站台底座，其实
是一块块木板搭起来的。“这是临时
站台吧？还是没有建好？板子都不
牢靠的。”一名过路的老人说，他走在
这都要用脚踩一踩，深怕是个坑陷进
去了。

记者试了试，有的木板一头已经
折断了，有的用脚一踩就能陷下去。
记者到对面的公交站点一看，也有类
似情况，有的木板一头踩下去，另一
头翘起来，甚至有小朋友在木板上蹦
蹦跳跳，如蹦床一般。

据了解，为配合中山路综合整治，
目前未验收的公交站点基本都是临时
的。记者查看了东门口到西门口这段
路上的十余座公交站点，除了西门口
站点情况稍好外，客流量较多的鼓楼、
东门口等站点，木板损坏情况比较普
遍。

“可能是上下车的人多，加上下
雨，这几块木板不扎实了。”乘客林先
生说，希望管理部门注意到这一点，
加紧更换。即便是临时的公交站台
措施，除了实用之外也要注意安全，
不然还有更多人会被“坑”的。

记者随后联系上中山路综合整
治指挥部，办公室一名人员表示，会
将这一情况转告至工程部门，尽快修
补或是更换。

记者从医院了解到，经过医治该
伤者已无大碍，但还在观察中。据一
名120急救医生说，如果是在户外遇
到失血，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压迫止
血。可以用干净的毛巾，卫生巾也可
以，越干净越好，而且必须对出血部
位施以压力，起到压迫作用，为急救
争取时间。

受颈椎病困扰的老年人多

义诊中，有些老人半年、一年前就逐
渐出现左手掌和两个手臂麻木的感觉，等
到义诊时，症状更加严重，双腿没有力气，
走路像踩棉花一样。家人通常会告诉医
生，几个月前老人家还能自己行走，现在
不得不用上拐杖，因为休息不好，血压、血
糖也出现问题。入院检查发现，这些老人
有多节段颈椎间盘突出，以及韧带钙化、
椎管明显狭窄等问题，而导致一系列不适
的罪魁祸首就是颈椎的多种疾病。

浙江大学明州医院骨科中心主任徐
荣明主任医师介绍，这些老人都是典型的
颈椎病患者，“颈椎病主要的临床表现包
括颈肩酸痛、四肢麻木、无力等症状，典型
的患者会行走无力，脚踩棉花感，严重者
甚至可能导致瘫痪，大小便失禁。”

他表示，目前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
会，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以及长期伏
案低头使用电脑、手机等不良工作生活习
惯，颈椎疾病患者日益增多。

慢性劳损是最主要病因

为什么患颈椎病老年人居多呢？是
不是人上了年纪就会有颈椎病?

徐荣明主任介绍，由于年龄的不断增
长，人的骨骼会渐渐老化，人体各器官的

磨损会日益增加，椎体、椎体间的各种韧
带以及颈椎间盘也会逐渐发生病变。

此外，头颈部外伤也是导致中年后颈
椎病发病的重要因素，如交通意外、运动性
损伤、不得当的推拿牵引等造成的伤害。

慢性劳损是老年患者最为主要的病
因，颈椎病发作的原因是指各种超越正常
范围的过度活动，例如长时间的持续低头、
不适当的体育锻炼等行为带来的损害。

多学科协作让老年人也有机会
接受颈椎手术

那么，老年人能不能动颈椎手术？徐
荣明主任介绍，对于很多不敢手术的高龄
患者，浙江大学明州医院骨科中心通过多
学科协作，不仅拓宽了手术适应人群，为
大量老年颈椎病患者提高了生活质量，同
时也减轻了相应的家庭负担和社会负担。

在徐荣明主任主刀下，多位年逾80
且兼多个并发症的老人顺利完成了手术，
如今均能够下地行走；度过了这个生命大
考验后，继续含饴弄孙、看书读报、舞文弄
墨的幸福夕阳生活。

如果您的长辈也有颈椎病相关症状
需要咨询徐荣明主任，请于每周三上午

800—1130，赴浙江大学明州医院
骨科门诊咨询。

记者 童程红 通讯员 姚璐璐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前天，鄞州香堤水岸小区的居民发现，小区
里来了黄鼠狼，居民们担心这个不速之客可能会带来危害，向本报
87777777新闻热线打来电话。

居民杨先生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经常看到一种和猫差不多大的
动物在绿化带里跑，刚开始以为是猫，后来有居民拍下视频，发现这种小动
物和猫不一样，圆头圆脸的，还有居民对比了一下，发现应该是黄鼠狼。

“以前在农村看到有黄鼠狼，城市里很少有这东西。”居民吴师傅说。
“或许它们也是搬进了新家吧。”采访中，有居民半开玩笑地说。还有居民
担心，黄鼠狼在小区里出没，会不会对人造成危害？

昨天下午，记者与宁波市陆生野生动物保护中心的专家陈黎明取得了
联系，他告诉记者，黄鼠狼并非国家保护动物，但这些年确实少见。

陈黎明表示，黄鼠狼出现在小区内，说明小区里黄鼠狼的食物充足，绿
化适合它们隐蔽、做巢穴等。“黄鼠狼会在绿化带下打洞，但总体来讲，影响
并不大。”

在中国老百姓眼里，黄鼠狼最大的罪名便是偷鸡。不过，陈黎明告诉
记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冤枉”黄鼠狼了。其实，黄鼠狼的主要食物是老
鼠。据了解，黄鼠狼发现老鼠后，会锲而不舍地追击老鼠。

专家还表示，黄鼠狼对人的危害极小，反而有益。而且，老鼠数量减
少，其传播疾病给人类的可能性也在降低。“黄鼠狼很少主动攻击人，只要
不动它，它会和人类相安无事的。”陈黎明说。

颈椎病高发让不少老人苦不堪言
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还能不能动手术？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诸多老年病纷纷集中爆发，颈椎病便是其中颇为显
著的一种。在我市，根据浙江大学明州医院统计的数据，在近百场义诊活动
中，共有逾2000名60岁以上老年人被诊断为颈椎病，其中78%的患者已经在
生活上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临时站台“翘翘板”坑人
中山东路东门口至西门口段有不少类似隐患

▲受伤男子躺在地上
等待救护车。

站台上的木板已有
破损。

小区里有黄鼠狼出没
专家：不动它就相安无事

皎口水库发现一只受伤雕鸮
伤情较为严重，存活几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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