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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红警·袭城

本报记者 陈晓丽 路龙帅

近日，气温持续偏高，炎热
天气下最容易出现的疾病便是
中暑。7月11日，记者了解到，闷
热的天气下，医院中暑患者明显
增多，尤其是老年人及高强度室
外工作者。

头晕、呕吐、胸闷……如果
出现这些症状，就可能是轻度中
暑了。7月11日15时左右，德州市
人民医院急诊科迎来一位几近
昏迷的65岁男性患者。当该患者
被送到急诊室时，急救人员发现
病人浑身湿透，体温很高，已经
出现神志不清症状，经过吸氧、
降温、补水等急救措施后，才慢
慢恢复意识。

“这是明显的中暑现象。”据
德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谭医生介绍，该患者发病时正在
市区一建筑工地劳作，由于天气
炎热且未做好防护措施而出现
中暑症状。两天前，一位71岁的老
人在散步的时候突然晕倒，送到
医院时被确诊为中暑，因病情严

重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11日中午，一位80多岁的老

人被送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
诊科，被诊断为热射病。据该院
急诊内科医生介绍，这位老人平
时独居，生活非常节俭。虽然最
近天气炎热，在家还是没舍得开
空调，再加上补充水分不足，最
终被发现中暑。经过急诊抢救，
这位老人目前已经转到重症监
护室严密监测治疗。

“热射病是高温综合征中的
一种，也是其中最严重的一个等
级。”该医生介绍，在医学上，根
据中暑严重程度，高温综合征按
照病情从轻到重依次分为热痉
挛、热衰竭、热射症，其中，热痉
挛程度最轻，可表现为肌肉抽
搐、恶心、呕吐，有些患者会表现
出肚子疼痛，不过意识都比较清
醒；热衰竭通常表现为头疼、恶
心、全身湿冷、伴有大量出汗，同
时可能出现血压下降甚至休克
的情况；热射症患者虽然体表温
度很高，但是不会出汗，绝大部
分会出现意识障碍。

最最高高温温4400 .. 99℃℃
红红色色预预警警首首发发
今天才进三伏天，高温天以后少不了

与与历历史史同同期期比比，，本本次次高高温温不不算算很很强强

不不舍舍得得开开空空调调
老老人人中中暑暑被被送送进进IICCUU

本报济南7月11日讯（记
者 孟燕 韩笑）“你永远
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但是
在济南，你把空调关了试试！”
11日，省城又热出了新高度，
最高温37 . 1℃，创下了今年以
来气温的新高。同时，部分区域
站气温超过了40℃。当天，我省
滨州、淄博市气象台发布了高
温红色预警，济南、德州、聊城、
东营、菏泽、潍坊、烟台7个市发
布了高温橙色预警。

“济南的热就是，出门五分
钟，流汗俩小时！天气太热了，在
室外快受不了了！”11日，省城延
续了前一日的晴热天气，天空
万里无云，早晨太阳就烤得人
火辣辣的。到了午后，整个城市
更像是一个大火炉，不少外出
的市民汗如雨下。

11日14时～16时，温度
攀升到了当日最高点。在省
气象台的大监站中，有高青、

邹平、淄博本站、桓台、临淄5
个站气温超过了40℃，其中
临淄的温度成为我省当日最
高，达到了40 . 9℃。

“因为副热带高压控制，
再加上空气湿度较大，这波高
温是今年入夏以来最强劲的
一次，滨州和淄博市发了我省
今年以来第一个红色预警。从
全省层面看，我省第二次发布
高温橙色预警，5月27日我省
就迎来了第一个高温橙色预
警。因为进入雨季以来空气湿
度比较大，所以这次的橙色预
警体感温度会更热一些。”省
气象台预报员介绍。

这样的“烧烤”天气还将
继续。11日17时，继续发布高
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2日的
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
济南、淄博、潍坊、聊城、菏泽8
市和烟台的部分县市将超过
37℃，其中鲁西北和鲁中的北

部局部可达40℃左右，其他内
陆地区35℃～37℃。

“从目前情况来看，预计
到14日，炎热天气有望逐步退
去。”省气象台预报员介绍。

据中央气象台监测，10日
山西、陕西、甘肃、新疆的部分
地区最高气温都超过了40摄
氏度。新疆多地发布了高温红
色预警，吐鲁番最高气温一度
达到48 . 7℃，成为当地有气象
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中央气
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北方地区
的高温将继续蔓延，预计13
日，全国高温范围覆盖21个省
份，高温天气过程将达到最强
时段。

此外，12日将进入一年中
最热的“三伏天”，今年的三伏
天一共40天，其中初伏为7月
12日到21日，中伏为7月22日
到8月10日，末伏为8月11日到
8月20日。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
孙军表示，此次高温天气的
特点是持续时间长、局部强
度大，北方的高温以晴热为
主，而南方的高温以闷热为
主，因此南北方地区的公众
在体感上也有所不同。

南方的高温天气是由于
受副热带高压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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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出现高温天气是

由于目前受到大陆西风带
的偏西北气流控制，未来会
转为受大陆暖高压控制，天
气晴朗，太阳辐射强，高空
也盛行下沉气流，白天地表
升温快。

针对“此次高温天气是
否较历史同期偏强”的疑问，
孙军进行了释疑：南北方在7
月出现高温天气属于比较正
常的现象。尤其南方地区的
高温容易出现在梅雨结束
后，副热带高压逐渐增强北

上，使主要降雨带随之向北
移动，副高控制南方地区，因
此出现晴热少雨天气。

本次高温与历史同期相
比，并没有偏强。历史数据显
示，2 0 1 3年7月2 3日至8月1 4
日，南方出现了连续2 3天的
高温天气；同年7月2 5日至8
月9日，北方出现了连续16天
的高温天气，其中河北中南
部、陕西关中地区的高温日
数达10天以上。

据央视、中新社

葛专家释疑

11日下午，济南火车站站前广场，一位旅客头顶毛巾遮阳防晒。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尽管是高温天气，仍有许多
人顶着烈日工作。像消防官兵，
除了酷暑，还面对火场的高温。

今年19岁的王延柱是白马
山中队的一名消防员，2015年参
军。7月11日早上，济南西部一处
仓库附近的垃圾堆起火，他跟随
战友们一起，前往灭火救援。

“我们穿着战斗服，戴着头
盔，背着空气呼吸器进入了火
场。”对于当时的情况，王延柱
向记者回忆：大约半小时后，由
于高温酷暑，他全身已经湿透
了，觉得头晕腿软，“战斗服加
上空气呼吸器有几十斤，衣服
不透气，我觉得有些喘不上

气。”
“今天预报，济南的温度超

过了40℃，但火场里的温度还
真不好估计。”白马山中队指导
员冯成吉说，得知王延柱的身
体状况后，他们立即让其撤出
现场，稍事休息。

“这时候还不知道自己中
暑了，就是觉得喘不上气。”从
火场出来后，王延柱脱了战斗
服，喝了几瓶水后，症状才稍有
缓解，“后来，我才知道可能是
中暑了。”火情很快得以化解，
返回中队后，王延柱吃药休息
了半天，目前已经恢复正常。

本报记者 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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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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