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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人们出门常形
容天气“热死人啦”。这并非一
句玩笑话。全国各地已出现多
起热射病确诊病例，有的患者
已经昏迷甚至死亡。

近日，市民张女士在高温
工作场所内工作时突发神志不
清，呼之不应，伴肢体持续性抽
搐，休息后也未能缓解，牙关紧
闭，因病情严重，被紧急转到宁
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方桥院区
急诊，初步诊断为热射病，由于
病情危重，立即转入急诊重症
监护室（EICU）治疗。

据急诊重症监护室甘永雄
主任医师介绍，张女士被送来
时体温高达42℃，由此引发了
代谢性脑病、症状性癫痫、凝血
功能障碍、心肌功能损害、肾功
能损害等多种并发症。热射病
控制体温是治疗关键，医护团
队立即给予冰毯降温、冰盐水
鼻饲及灌肠、静脉补液、温水擦
浴。随后，患者体温逐渐恢复
正常，意识也得以恢复。

甘永雄表示，热射病属于
高温中暑，救治不及时的话死
亡率高达 60%。在高温、高
湿、不通风的环境中，更容易

发生热射病。每年高温季，室
外工作的工人，在户外进行体
能训练的人群，儿童、孕妇、老
年人，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
（包括循环系统、呼吸系统、精
神与行为障碍、肾脏疾病及糖
尿病患者）都是热射病的高发
人群。

甘永雄解释道，人体温度
超过40℃时间越久，肝脏、肾
脏、心肌、大脑等脏器受损的程
度就越重。如果外出时发现周
围有人高热、抽搐伴意识障碍，
请立即拨打120，并将病人转
移到通风良好的低温环境，让
病人平卧，解开衣扣或者脱去
衣服，用冷水毛巾敷其头部帮
助患者降温。

据了解，重症中暑分为三
类：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其
中热射病表现最为严重。降低
热射病病死率的关键在于预
防，最有效的预防措施是避免
高温（高湿）及不通风的环境、
减少和避免中暑发生的危险因
素、保证充分的休息时间、避免
脱水的发生，从而减少热射病
的发生率及病死率。

记者 吴正彬 通讯员 庞赟

今年是本世纪入伏最早年
份之一：①初伏7月11日—7
月20日（10天）；②中伏7月21
日—8月9日（20天）；③末伏8
月10日—8月19日（10天）。

今明两天，北方高温范围
缩小，不过，南方高温待机时
间将持续至本周末。

出梅后，一连串晴热高温
无缝衔接。预计未来5天浙
江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午后
有分散性雷阵雨；除海岛外大
部地区日最高气温 37℃～

39℃，浙中地区局部达40℃
以上。

市气象台提醒，出梅后以
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降水明显
偏少，请注意科学调度水资
源，同时关注高温天气对供水
供电、工农业生产、室外作业、
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做好防
暑降温等工作；气象干旱将快
速发展，请加强防范。此外，
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逐渐趋
于活跃，市气象台将密切监
测，及时预警。

最火辣辣的日子来了

今日出梅
三伏天
火热登场！

上周末，京津冀和河南、山东、浙江、福建、江西
等地出现高温天气，多地超过40℃。高温继续发
力，昨日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昨日，市气象台官宣：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受
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影响，我市11日出梅。出梅后
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 10 日到 16 日
36℃～39℃，17日起33℃～36℃。

市气象台称，“不典型”“雨量明显偏少”“梅中
有伏”是今年梅雨季最显著的三个特点。

入伏，意味着一年中最火辣辣的日子来了，大
家做好准备了吗？

宁波女子突发神志不清，体温达42℃

高温持续，请小心这种病

出梅就入伏，
高温“汹涌而至”

巧合的是，7月11日，也是号称
“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的第一天。

出梅就入伏，高温“汹涌而至”。
市气象台在7月10日发布的高温报
告中提到，受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影
响，7月11日到12日，我市大部分地
区最高气温可达37℃-39℃。

从市气象台7月10日发布的7天
预报看，7月16日前，我市最高气温
都将坚挺在36℃-39℃；7月17日起
略有松动，回落到33℃-36℃。

今年梅雨不典型

由于“梅姑娘”姗姗来迟，撤退也
比常年晚。。

市气象台说，今年我市6月17日
入梅，比常年（6 月 12 日）偏晚5天；7
月11日出梅，比常年（7月5日）偏晚6
天；梅雨期24天，接近常年（23天）。

有连续气象记录以来，浙江最
早入梅时间为 5 月 25 日（1995 年、
2000 年和 2016 年），最迟出梅时间为
8月3日（1998 年）；梅雨量累计最多
为 623.54 毫米（1954 年），而累计最
少年份为2005年和1958年（被界定
为空梅）。

梅汛期降雨大致分为两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6月 17
到24日，为强降雨集中期，全
市平均雨量113毫米，占梅汛
期总雨量60%；第二阶段是6
月25日以后，以分散性雷阵
雨为主，局部地区伴有强对流
天气。

从市气象台的统计来看，
到7月10日8时，全市梅雨量
189毫米，比常年（271 毫米）
偏少30%。

整个梅雨期，降水分布不

均，总体呈中北部多，南部
少。其中，雨量最大的是北仑
（256毫米），紧随其后的是余
姚（231 毫米）、江北（228 毫
米）、镇海（222毫米）。

此外，大家感受比较深的
应该就是梅雨季出现的高温
天气。6月17日到7月9日，
35℃以上高温日数全市平均9
天，比常年同期偏多5天；7月
4日、7日和8日大部分地区出
现38℃以上高温天气，最高的
是象山39.9℃（7月8日）。

1

2

3

高温将“超强待机”

记者 石承承 孙肖 通讯员 涂小萍

雨量明显偏少

4

交警化身“电杆”
撑起安全通道

马路上，线缆被货车刮落，执勤交
警化身“临时电杆”，在烈日下托举起
电缆，为群众撑起安全通道。

7月7日上午11点左右，海曙交警
大队高桥中队接到群众报警，称在秀
丰路高桥工业区公交站附近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一辆货车将道路上方的线
缆刮下，横跨在道路上，过往车辆和行
人难以躲避线缆，给通行带来影响。

辅警翁文鲁与杨侃到达现场后，
发现线缆中除了通信线缆外，还包含
了电线，极易造成危险，迅速叫停过往
车辆，并联系当地电信公司及电力部
门前来抢修。

考虑到维修需要一定时间，而且
临近中午时间，路段上非机动车及行
人较多，部分非机动车及行人存侥幸
心里，冒险通行，如果没有及时躲避或
碾压触碰电缆，可能会发生意外。翁
文鲁与杨侃将警车停在路边后，一人
对过往车辆进行管控，另一人就地取
材，用竹竿将电缆撑起，给过路非机动
车与行人留出通行空间，防止与线缆
接触。

烈日炎炎，加上电缆线重量过重，
托举时间一长，手臂就酸得发抖，但杨
侃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电缆线，而是咬
紧牙关更加用力地将电缆高举，保证
非机动车与行人正常通行。

半小时后，维修人员赶到，进行紧
急处理，道路逐渐恢复通行。

记者 张贻富 实习生 郑宇恬
通讯员 董力军

奉化这位好心大叔
我们想知道你的名字

这几天，骄阳似火，连续的高温把
大地快烤熟了。但对于在户外作业的
环卫工人来讲，却不得顶着烈日作业。

“这几天，有一位爱心男士天天下
午4点20分左右来给我们环卫工送面
包和冰红茶，问他哪里人、叫什么名
字，他都不肯说。炎热的天气，宁波爱
心人士的关爱更让我们感动。”7月10
日一大早，环卫工人邓师傅与记者取
得了联系，想通过媒体感谢一下这位
好心的市民。

邓师傅告诉记者，从7月6日下午
4点多开始，总能看到这位好心市民给
他们送冷饮与面包等，每天不重样。
这条路上共30多名环卫工人，基本上
都收到了这份爱心。

从邓先生提供的照片来看，这位
好心市民有四五十岁的样子，穿着朴
实，骑着电瓶车，东西都放在电瓶车
上。邓先生说：“每次让他留个名字，
但是他就是不说，把东西给我们就走
了。我们很感动，心里热乎乎的。”

邓师傅介绍，最近给他们献爱心
的好心人真不少，沿街店铺不但给他
们提供义务加水与加热饭菜等服务，
还有店铺老板给他们送西瓜等解暑水
果。 记者 边城雨

■烈日下的

高温来袭高温来袭，，象山象山““阿拉的海阿拉的海””水上乐园夜间也灯火通明水上乐园夜间也灯火通明。。 金晓巍金晓巍 徐能徐能 摄摄

爱爱心心

近日，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一
周内接连收治了10位因脑血管疾病而住
院的患者。多数患者是因为自身有基础
疾病，高温天人体大量出汗，没有及时补
充水分，血液变得黏稠，脑内的血流减慢
减少，导致脑部病变加重。

65岁的佐木先生（化名）是一家日资
企业的高管，来宁波工作已有数年。一天
早晨，佐木先生正准备起床，却发现左侧
手脚使不上力，说话也不清晰了。家人赶
紧将他送到了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
院。

经过急诊初步接诊，佐木先生被判断
为脑卒中，医院卒中中心立刻启动了卒中
诊治的绿色通道。神经内科的值班医生
周凯第一时间赶到急诊抢救室，对佐木先
生进行了病史询问以及针对性的体格检
查，结合影像学的结果，最终诊断为脑梗
死。

时间就是生命，脑梗死急性期的治疗
争分夺秒。周凯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与
患者及家属取得了充分的沟通后，立即实
施静脉溶栓治疗。

溶栓一个小时后，佐木先生左侧手脚
的力气当场恢复了不少。在抢救室经过
监护观察后，他被转入神经内科病房。

据了解，佐木先生长期患有高血压，
虽然平时服用降压药物并注重锻炼，但没
有对血压进行规律监测。转入病房后，神
经内科谢国民主任团队为其制定了详细
的诊疗计划，进一步完善检查寻找致病因

素，同时早期开展床旁康复训练。
谢国民指出，年龄是脑梗死最重要的

危险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脑动脉
发生硬化，罹患脑梗死的可能也逐步升
高。

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一
定要按时服药，定期随访，严格控制自己
的血压。炎炎夏日要预防脑部疾病，我们
还需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持续高温天气，出汗多，注意及
时适量多饮水；远离冰水，大量饮用冰水
可引起血管收缩，从而诱发急性心脑血管
疾病。

第二，正确使用空调，空调温度在
26℃左右，室内外温差不宜超过10℃，使
用空调时间不可过长，注意通风换气。

第三，夏季炎热，食物易变质，故尽量
避免食用剩饭菜，且切勿贪凉，以免导致
急性胃肠炎引发呕吐、腹泻，从而导致血
容量不足、血液黏稠度升高而诱发脑梗
死。一旦发生，要及时就医。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张林霞 乐辰升

65岁男子为何突发脑梗？

高温是“帮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