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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在药店买药时突然猝死，孙
先生对其实施心肺复苏进行抢救，老
人 12 根肋骨骨折。老人把孙先生起
诉至法院，认为孙先生在抢救过程中
使她受伤，要求孙先生赔偿医疗费等
近万元。近日，沈阳市康平县人民法
院作出一审判决：孙先生的救助行为
没有过错不违反诊疗规范，对原告的
损害不承担民事责任，驳回原告的诉
讼请求。

老人到药房买药突然猝死

2017 年 9 月 7 日，72 岁的齐老太

因头晕，到康平县迎春路一家药店
买药，药店经营者孙先生建议齐老
太服用硝酸甘油并给了老人一片让
其服用。随后老人出现心脏骤停现
象，孙先生对老人实施心肺复苏进
行抢救。

老人恢复意识后，120 救护车将
老人送往医院治疗，被诊断为双侧多
发肋骨骨折，右肺挫伤、低钾血症。

齐老太认为是孙先生给错药在
先，又在抢救过程中使她受伤，起诉
至法院要求孙先生赔偿医疗费等共
计 9846.72 元，伤残赔偿金待伤残等
级评定后另行增加。

服药是否致老人心脏骤停

齐老太诉称孙先生让其服用硝
酸甘油是“给错药”，但不能提供证据
证明心脏骤停与孙先生让其服用硝
酸甘油药物有关。

孙先生辩称，老人没有证据证明其
猝死与服用硝酸甘油有关，老人在入院
后检查出低钾血症是其猝死的现象。

2018年11月27日，康平县人民法
院选取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数据库中
的医疗专家进行咨询，三名医疗专家
召开了听证会，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

询问，专家咨询结论为: 服用硝酸甘油
药品与心脏骤停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按压抢救致骨折是否担责

齐老太诉称，孙先生在抢救过程
中使她受伤，致使其12根肋骨骨折。

孙先生辩称，老人在猝死后需要
紧急抢救，为了抢救老人的生命，造
成老人受伤不可避免。法律规定因
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
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另
外，做心肺复苏时导致肋骨骨折是常
见的现象，尤其容易发生在老年人身

上，因为老年人骨质疏松、身体较差。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系自愿实

施紧急救助行为，虽然救助过程中导
致原告损害，但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
明心脏骤停与被告给其服用硝酸甘
油药物有关，且被告具有医学资质，
给老人进行心肺复苏造成肋骨骨折
及肺挫伤无法完全避免，被告的救助
行为没有过错不违反诊疗规范，故被
告作为救助人对原告的损害不承担
民事责任。

近日，康平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
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吉向前

抢救猝死老人压断12根肋骨
老人救醒后索赔被法院驳回

春运抢票大战 警方提醒:当心这七种骗局
一年一度的春运抢票大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你抢到回家过年的火车票了吗？然而，紧盯归乡人步伐的骗子也悄悄瞄上了你的钱包。
昨日，辽宁省公安厅反电信诈骗中心提醒7类春运期间高发骗局，提醒正在抢票的你提高警惕。

不法分子制作出高仿真的山寨12306网站，以网络钓鱼的方式进行
诈骗。当用户“成功购票”后，款项打给不法分子设定好的账户，用户的
个人信息也会被盗取。

高仿12306网站钓鱼 骗钱骗个人信息

不法分子将病毒、木马伪装成抢票软件，并以“免费”“秒杀”为幌子
在社交网络上散播，吸引用户下载安装。一旦中招，恶意软件即可偷偷
拦截用户个人信息，导致经济损失。

抢票软件暗藏木马

不法分子制作虚假购票网站，对购票者称售价打折或百分百有票。
当用户上当后再以信息不全等理由要求购票者补全银行卡账号、密

码等重要个人信息，然后骗取钱财。

代抢车票诈骗

“黄牛”用虚假订票截图骗取用户票款和代购费时有发生。
不法分子通过火车票合成器小软件伪造电子火车票信息，以假乱真。

但是用户扫描二维码后，在12306里根本找不到该票的任何信息。

“黄牛”倒卖假车票

不法分子假冒官方客服以短信形式提醒用户购票不成功，需进行退
票，或者先付一定数额的订金或保证金后才能出票，并附以相应链接。

当乘客点击该链接时，按照提示需要输入个人信息、银行卡号和密
码等，然后不法分子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盗取银行卡里的钱财。

“购票不成功”短信可能是假客服发的

不法分子多在网站、微信群、QQ群发布虚假售票信息，或制作与正规
网站极度相似的钓鱼网站，并留下联系方式。

有的不法分子冒充好友发信息帮买“回程票”，或假冒航空公司发短信
让用户“机票退改签”，待与其联系后，让用户向其指定账户汇款，或点击网
站链接进入钓鱼网站实施诈骗。

有的不法分子还会冒充车站工作人员，以查验车票等名义，骗取、调换
旅客的车票；

有的不法分子则假称自己有熟人能在内部买到车票，骗取旅客的票款；
还有的不法分子称对日期、票价、到站、座别进行更改，使短途变长途，

使废票变成有效票；
甚至更有不法分子会以孕妇、哺乳期妇女或行动不便的理由，谎称自

己临时有事要退票，愿意原价或者低价转让，兜售假票。

小心各种“群”里的购票信息

不法分子在车站内外以各种理由出售所谓的贵重物品、金银首饰或兑
换外汇，实际上是以次充好或者假冒伪劣产品，有的甚至利用人多强迫威
逼受害人用重金购买。

除此之外，还有“中奖彩票”“易拉罐中奖诈骗”等比较常见的骗局，通
过伪造中奖物品“低价”售卖，以此骗财。

车站兑外汇、卖首饰要小心

1.通过正规渠道订票，勿
信“低价票”“折扣票”等虚假
信息，不要从陌生人手上购
买车票；

2.收到好友帮忙购买机票
等信息时，一定要多方核实情
况，不向陌生账号转账汇款；

3.收到航班延误、取消短
信时，不要直接联系短信里
提供的电话号码，应向航空
公司官方客服或机场工作人
员询问；

4.在下载各种抢票、购票
软件时，需避开手机资源下
载网站或小型电子市场这些
潜藏恶意软件的渠道，最好
通过官网或正规应用商店下
载，避免感染木马病毒；

5.不轻易点击不明链接；
6.切勿泄露个人信息，特

别是银行卡账号和密码等。

“低价票”不要信
下载抢票软件
注意隐藏木马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首席记者 吕洋

警方提示

大连市民晓月说，去年 12 月 31
日晚上，她和朋友到位于华南的一家
温泉洗浴洗澡，当时她正在女宾部里
面洗漱的时候，突然一名陌生男子闯
了进来。晓月称，该名男子好像喝醉
酒了，环顾了一圈就奔向她朋友所在
的透明玻璃的蒸汽房内，还准备推门
进去。

“我们都没穿衣服，看到有男的
进来都吓蒙了，也不敢过去，只能大

声喊服务员说有男人进来了。”晓月
说，过了一会儿，有服务员过来把该
名男子带了出去。

晓月等人缓过神来后，心里又气
愤又委屈，她们认为温泉洗浴方面也
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于是穿好衣服后
出去找温泉洗浴的工作人员理论。

记者看到了一段现场维权的视
频，据了解，当时晓月等人围着商家
工作人员和醉酒男希望对方给一个

说法，但并未得到满意的答复。
晓月说，遇到这样的事儿自己感

觉很无助，“我一个年轻未出嫁的小
姑娘，受了这种委屈还没有给解决，
真的是想自杀的心情都有了……”

1月2日中午时分，记者电话联系
了当事温泉洗浴，一名男性工作人员
表示，当天确实有一名醉酒男子闯入
女宾部，事发后，有人拨打了报警电
话，民警赶到后将男子带回派出所进

行调查。
该名男子为什么会突然闯进女

宾部？
工作人员说，当天男子所在的公

司在温泉洗浴开年会，男子喝多了，
于是同事便为他开了一个房间休息，
没想到男子醒来后从房间出来，迷迷
糊糊地从消防通道下到一楼，结果闯
进了女宾部，“没完全闯进去，刚到搓
澡的位置，就被我们的服务员拦住

了，男子当时处于醉酒状态，和服务
员还有顾客发生争吵和推搡，前后也
就几分钟时间就被推出来了。”

工作人员说，事发后，女宾部的
消费者要求赔偿，“我们提出当日消
费免单，并再给予 1000 元会员卡，但
是对方拒绝了，而是要求更高额度的
赔偿。”

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赔偿问题正
在进一步协商中。 记者 佟亮

女孩到温泉洗浴洗澡 醉酒男突然闯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