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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天气多补水 切忌贪凉

多地“高温烧烤”模式开
启， 普通民众日常出行又应
当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对此王军宇建议，首先，

市民要尽量减少外出， 特别
是中午时段， 外出时最好备
上遮阳伞等物品， 做好防暑
降温准备。

另外， 民众特别是有心
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群，一
定要及时补充水分， 日常多
饮用白开水， 当大量排汗时
可以补充淡盐水。

“高温天气，老年人如果
补水不足很容易导致血液浓
缩，从而诱发心梗、脑梗，另

外，闷热天气里，空气流通不
畅， 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
也更易发病。 因此这些人群
要格外小心。 ”王军宇表示。

但他也提醒，高温天气切
忌贪凉，因为过多饮用冷饮反
而会加重肠道的刺激，损害人
体健康。 （据中国新闻网）

近7亿人遭高温“烧烤”

国内部分地区体感温度高达50℃，高温作业人员需警惕

近日， 包括长江中下游和
江南大部在内的地区出现今年
来最强高温天， 中央气象台持
续拉响高温橙色预警。 上海、湖
北、 重庆等地近日相继拉响今
夏首个高温红色预警，此外，江
苏、 安徽的一些地区电网负荷
屡创新高， 全国多地开启高温
“烧烤”模式。

高温预警持续拉响

部分地区体感温度高达 50℃

27

日白天， 华南北部、

江南、江淮、江汉、黄淮南
部、华北南部、四川盆地东
部、重庆、贵州北部和东部
以及新疆、 甘肃西北部、内
蒙古西部等地有

35℃~39℃

的高温天气。

这其中， 浙江中北部、

安徽东部、江苏南部、江西
东北部和西部、湖北东南部
和西部、 湖南东部和西北
部、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最
高气温可达

40℃~41℃

。

另据中国天气网报道，

7

月下旬以来， 长江中下游
和江南大部已出现今年以

来最强高温天气，部分地区
体感温度高达

50℃

。

25

日，高温范围、强度
达到鼎盛状态，江淮、江汉
中南部、江南、华南、西南地
区东北部等地普遍出现
35℃

或以上的高温， 其中湖
北西北北部、 湖南中部、浙
江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最
高气温达到

40℃

或以上。

上海、湖北、重庆等地
近日也相继拉响了今夏首
个高温红色预警，进入“烧
烤”模式。 截至

24

日，受高
温影响的地区波及人口约

7

亿人。

受气压影响

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威

为何本轮高温天气如
此之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
报员马学款对媒体表示，此
轮高温天气是由于副热带
高压西伸北抬，逐渐增强的
副热带高压将持续控制南
方地区。

受副热带高压控制的
地方将以晴热少雨天气为
主，白天受太阳短波辐射影
响， 地面温度会逐步上升。

同时，在高压控制区也盛行
下沉气流，形成一定的下沉
增温效应。在辐射增温和下
沉增温的综合作用下就会
导致高温天气的出现。

马学款表示， 目前来
看，本次高温天气过程还将
持续， 华南北部、 江南、江
汉、江淮、重庆等地高温天
气或将贯穿至

7

月底，局部
地区气温将达

39℃~41℃

。

部分地区用电负荷破纪录 电力供应吃紧

持续的高温天气让不少
地区的电网用电负荷打破
纪录。

24

日， 安徽合肥电网最
大负荷已达

517.14

万千瓦，

今年首创历史新高。

25

日，

电网负荷继续攀升至
553.2

万千瓦， 连续两日打破历史
纪录。

目前合肥供电公司已启
动电网运行和配抢指挥应急
预案，消除隐患，增派抢修人
员力量，强化

24

小时应急值
班制度，快速响应。

25

日
13

时
10

分， 江苏
省最大调度用电负荷突破
9000

万千瓦大关，达到
9238

万千瓦，创历史新高。 江苏全

省
13

个地市中， 除连云港
外，其余

12

个地市用电负荷
均创了历史新高。

山东省从
23

日到
25

日，电网全网最高负荷连续
3

天创下历史新高，

25

日达到
6838.6

万千瓦。 有关部门已
组织启动有序用电措施，部
分高耗能行业被“限电”。

多地出现热射病死亡病例 高温作业人员需警惕

高温天气不仅让电网吃
不消， 民众的身体健康也受
到了影响。 近期多地接连曝
出高温天气致人死亡消息，

让人着实捏把汗。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
25

日中午， 江苏累计报告中暑
病例超过

120

例， 危重症病
例近

20

例。其中最多的是南
京，有

70

多例，仅一例重症；

镇江地区危重病例最多，达
到

11

例；另外苏州、盐城、南
通等都有危重或者濒临死亡
病例报告。 因中暑导致死亡
的，除镇江外，盐城和张家港
各有一例。

另外，安徽、上海等地也

均出现热射病死亡病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朝阳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
王军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热射病其实是重症中
暑，是人体由于暴露在高温
高湿环境中，导致机体核心
温度迅速升高，超过

40℃

，伴
有皮肤灼热、 意识障碍等多
器官系统损伤的严重临床综
合征。

热射病发病与
3

个环境
因素密切相关， 即高温、高
湿、无风环境。所以长时间暴
露在高温下的工作人员容易
出现热射病。

“一旦出现中暑症状，首

先要将患者转移到阴凉的
地方，加强空气流通，同时
让患者及时补充水分以缓
解症状。 一旦患者出现意识
不清、抽搐等症状时，一定
要及时送医， 不可自行处
理，以免延误病情。 ”王军宇
强调。

记者了解到， 除了热射
病， 近期因高温引起的心脑
血管和呼吸系统等疾病的发
病率也呈上升趋势。

王军宇告诉记者， 以其
所在的科室为例，最近一周，

患有上述疾病病人就诊的数
量大约上升

10%

到
20%

，以
中老年群体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