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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鲁威 文/摄）近日，不少游
客到海曙区章水镇茅镬村游玩时，发现村里的
几棵古树周边掉落了大片的树枝，而且树枝粗
大，部分古树树顶出现断裂痕迹。到底什么原
因使得百年古树出现大面积出现掉树枝情况？

昨天，记者驱车来到茅镬村。在茅镬古树
群旁，记者看到一棵古树下方掉落了不少粗大
的树枝。有的树枝有五六米长，成人手臂粗。
古树的树牌显示，该古树为一级香榧树，树龄
五百年以上，编号为0212211046。旁边编号
为0212211038的一级香榧树也出现了树枝断
裂的情况。在村子另外一处的一棵古树树顶
上也出现了断裂迹象。

有村民表示，3月份以来，有几天风非常
大，估计是大风吹落了这些树枝。据其介绍，
茅镬村约有五六棵古树出现了类似树枝断裂
的情况。

昨天，记者联系到了海曙区农林局的工作
人员。该工作人员表示，“单凭照片还不能判
断古树生长情况。我们已联系章水镇的管理
人员到现场查看并清理残枝。”

本报讯（记者 孔玲 文/摄）
昨天一早，镇海后大街社区的李
阿婆向本报热线87777777反映
说，楼道前一棵长了30年的广玉
兰树，前天夜里被砍了。昨天上
午，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棵长在花
坛中的广玉兰树只剩下一米多高
的树桩，新切割的痕迹很清晰。
树根一侧有松动，树桩有些倾斜。

这棵老树到底为何被砍？后
大街社区项主任告诉记者，前天
的大风把这棵老树刮得倾斜了，
树干倒向了43号楼的墙上，存在
安全隐患。“现场查看之后，我们
发现这棵广玉兰树已严重倾斜，
依靠在43号楼的墙上，树根的一
侧已经外露。”项主任说，她马上
联系了街道城建中心和绿化养护
单位，经过现场勘察，为防止发生
树倒砸人的事故，晚上8点多钟
绿化部门最终将这棵树砍了。

茅镬村古树
出现大面积断枝

广玉兰树倾斜严重
社区只得将其砍掉

都是大风惹的

44岁女子离奇中毒

接诊的徐志伟副主任医师告诉记者，当时自己
的第一想法是，这是被人下毒了吧？这位大姐是被
人把毒下在了内裤里？

俞大姐是宁海人，当天早上因“腹痛1天余，
大汗，神志不清半天”在当地医院就诊，数小时
后情况急转直下，被气管插管后转送至李惠利东
部医院。

血化验让徐医生找到了可能的病因：“患者的
胆碱脂酶(CHE)<200 U/L，正常人应该是 5000
U/L，这是有机磷农药中毒的典型表现之一。但当时
我们也不敢肯定，因为严重的感染也会导致胆碱脂
酶远低于正常值。”

在应用阿托品等对症药物以及血液灌流联合
血液透析等抢救措施后，俞大姐的情况很快好转，
两天后她恢复了神志。“这就排除了感染的可能，如
果是感染，不会好得这么快。”徐医生说。

ICU的白衣天使们一天6到8次为俞大姐消
毒、湿敷，再均匀地涂上药膏。一次都要两个人配
合，弯腰忙活半小时以上。10天后转出ICU时，俞
大姐的伤口已经愈合得差不多了。

患者中毒原因至今成谜

清明节前夕，俞大姐出院了，目前在家休养。昨
天，记者联系上了她，问及中毒原因，她也想不明白。

俞大姐起初怀疑自己的内裤被人洒了农药，但
后来又排除了。她说，自己家住在宁海一个镇上，虽
然二楼比较低，但周围没有农田，不会是农民喷洒农
药洒到了自己衣服，社区、街道近来也没有给绿化喷
洒农药。因此，无辜中招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至于被人下毒，她也不相信。“我们一家人从来
没跟人家红过脸，怎么会被报复呢？”俞大姐坚称，
实在想不出什么人会如此记恨自己以至于做出这
样的事。

她怀疑问题出在自家新做的柜子里：“可能是
衣服没晒干就被我收到柜子里了，柜子又刷了漆，
衣服沾了漆的缘故。”

徐医生并不太认同俞大姐的说法：油漆确实会导
致皮肤粘膜的损害，但少量接触不会这么严重，而且
从相关指征来看，还是非常明确的有机磷农药中毒。

事发后，俞大姐的家人在医生提醒下报了
警，但警方至今未查出缘由，俞大姐一家也没有
继续追究。

内裤被涂有机磷农药？
44岁女子抢救10天才脱险

深度昏迷、气管插管、臀部及会阴部皮肤严重灼伤伴水疱及大面积剥脱，在李惠利东部医院
重症监护室，半个月前，44岁的俞大姐入院时的惨况医护人员至今记忆犹新。奇怪的是，伤口
的边界非常清楚，竟呈现出一条内裤的样子。也就是说，内裤碰到的皮肤全烂了。这是怎么回
事？

李惠利东部医院 ICU 主任、宁波
市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秘书董绉绉说，
有机磷农药是当今生产和使用最多的
农药，品种达百余种，大多属于剧毒类
或高毒类。

日常生活中，如何避免有机磷农药
中毒？专家提出以下建议：

购买蔬菜瓜果时，不要挑卖相很好
的。一般来说，菜叶上虫眼多的，用药
少，反之多。反复用水漂洗蔬菜瓜果，
尤其是发现水中漂有油样物时，更要多
洗几遍，让农药遇水分解失效。

喷洒农药时一定要戴上口罩，防止
吸入。最好同时穿上防护服。如果出
现头晕、流涎、眼花、出冷汗、腹痛、恶
心、呕吐等症状的时候，说明已经有轻
度农药中毒，就要马上停止施用农药，
到附近的医务室或医院接受治疗。

误服农药后，在农药还没有吸收之
前，可以多喝点水，用筷子或者其他东
西刺激咽喉部，把胃内毒物和水一起吐
出，然后再尽快到医院进行治疗。

记者 童程红

日常生活中
如何避免农药中毒

本报讯（记者 马涛）曾在宁波服役12年的消防员黄舟，
因罹患重疾，无力承担医治费用，无奈向社会求助（详见本报3
月31日报道）。连日来，不少热心市民致电本报新闻热线，甚至
拨打119报警电话，希望向黄舟捐献爱心和表达关切。

海曙消防大队熊略中队长介绍，一名老先生颤巍巍地来到
他们大队，掏出了一个红包，里头是崭新的一沓百元大钞，整整
五千元。据老先生说，他也是一名直肠癌患者，这笔钱是别人
资助给他的。“我现在病情也基本控制住了，黄舟还是年轻人，
他比我更需要这笔钱。”老先生只是说自己姓余，连家庭住址也
不愿说，留下钱后就走了。

昨天，记者根据熊略好不容易“套”来的电话，联系上了余
老先生。据他说，他今年75岁，患的病是和黄舟一样的直肠
癌。现在，他每个月都在做化疗，三个月去做一次检查。从前
两次检查结果看，他的病情控制得不错。

“我希望用我的经历鼓励黄舟，不要放弃，一定会好起来
的。”余老先生说，这笔钱是上月底一家健康产业公司和宁波抗
癌协会之前资助给他的。原本他是准备把钱拿到慈善总会去
的，正好看到了这篇报道，于是就想把钱直接捐给黄舟。

记者将情况向黄舟进行转述时，黄舟说得最多的依然是
“谢谢”两字。“谢谢关心我的宁波战友和爱心市民，有你们的帮
助，我一定会好起来的！”

■《甬城市民爱心为他涌动》后续：

七旬患癌老人转捐5000元爱心款

“黄舟还年轻，他更需要这笔钱！”

■专家支招

受损的古树。 广玉兰树只留下树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