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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感受到的
其实更热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夏天越来
越热了。

这，或许不是错觉。
我们面临的不只是夏天高温，而是

极端高温。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发布的温度变

化中，连续很多天，都是红灿灿的一片，
甚至红得发紫。紫色，表示气温在 40℃
以上的极高温天气。

甚至到了半夜，部分地区的温度依
然高于 30℃，晚上吹的风都是热乎乎
的。

而且，我们的地球确实越来越热
了，我们居住的城市也是。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第五次评估报告明确指出，从 1880
年到2012年，世界变暖了大约0.85℃。

而这种趋势，或许会继续。
未来，全球会变暖1.5℃或2.0℃。在

中国，2060年～2099年平均每年将分
别出现67.1天或73.8天的高温天。

天气预报的温度，只是一个维度，
而我们人体的感受，还会受到其他因素
的影响。

例如，热浪还有一个致命的伴
侣——高湿度。高温高湿度的天气，简
直是对人体的双重打击。

如果空气干燥且有足够的对流气
流流动，一个人可以承受54.4℃的空气
温度数小时；而如果空气的湿度超过
100%，只要环境的温度超过 34.4℃，人
就已经开始受不了了。

在 37℃的气温下，只要湿度超过
40%左右就会开始感到不适；而如果温
度超过 40℃，湿度超过 55%左右，已经
超过了人体耐受的极限了。

最近这几天，全国多地不仅正在经
历40℃左右的高温，湿度也居高不下。

在湿度监测表上，大半个中国的湿
度普遍处在蓝紫色，相对湿度竟然达到
了60%～90%。

除了体感不舒适之外，高温和高湿
度的双重攻击，还会影响身体的正常机
能。

当环境温度超过皮肤温度、环境中
的相对湿度在75%以上时，人体的散热
机制几乎就失效了。

人的身体自带“空调”，随时应对天
气变化，给五脏六腑创建最适合的生存
环境，也就是核心体温保持在 37℃左
右。正常情况，如果感受到热，人的身体
会通过出汗（汗水蒸发带走温度）、接触
周围低温的东西等散热。

但高温高湿下，散热的条件都被破
坏了：

1.人能正常向空气中散热有一个
前提条件：空气的温度低于人体的核心
温度。如果空气的温度高于人的核心温
度，那不是散热，而是反向吸热了。

2.环境相对湿度高，空气中已经容
纳不下多余的水，汗也没法蒸发，只会
觉得汗黏糊糊地黏在身体上，觉得异常
闷热。

如果这时，没有及时用饮水、空调、
风扇等方式降温，而是一直处在高温的
环境中，后果会很可怕……

宗合

高温下，
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高温环境下，大量出汗消耗体内的水
分和盐分，你的身体会出现脱水，身体内部
的体液、盐和血容量减少。

身体的肌肉、大脑和其他主要器官缺乏
血液的供应，会表现由轻到重的不同症状。

最开始，身体只是出现了轻度脱水。
脱水首先会刺激大脑的渴感中枢，你会

感受到强烈的口渴，尿液也减少、变黄。
如果不及时补充水分，身体脱水使得血

液变得粘稠，心脏必须更加努力地泵血，增
加心血管系统的压力。

渐渐地，可能会出现热痉挛。
当人身体的核心体温快到了 40℃的范

围内，人就很有可能发生热痉挛。
你会大量出汗，身体里面失去了大量的

盐分和水，就可能发生肌肉痉挛。会感觉肌
肉突然收缩，并且变得僵硬，发作时伴有剧
烈疼痛，持续时间很短，大概几秒到数十秒
不等。

再严重点，就是轻中度甚至重度中暑。
由于大量出汗，血容量减少，导致血压

降低，体温升高（但依旧在 40℃以下），人可
能感受到昏厥、头痛、呕吐、腹痛、腹泻等，这
就是危险情况了。

而如果继续脱水，体温会上升到 40℃以
上，就会对大脑和其他主要器官造成损害，
并且可能导致丧失意识，比如可怕的热射
病。

其实，高温带来的危险在历史上早已经
发生过很多次了。

例如，2013 年的上海的夏天，出现了
38℃以上高温酷暑持续 8天不间断的历史新
纪录，以及 40.6℃的高温新极值。事后人们
总结回顾，那波热浪，造成上海 167人的死
亡。

在美国，2014年天气相关因素引起的死
亡中，排在第一的不是台风、不是洪水，而是
高热的天气。

近日，全国

多地迎来高温天

气。气象专家表

示，入夏出现高

温属正常现象，

但今年高温天气

的强度和持续时

间具有一定的极

端性。而人们经

常会说“热死人

了”，有时这并非

是一句玩笑话，

因“热射病”昏迷

乃至死亡的案

例，今年盛夏已

发生多起。

要了解热射病，离不开
“中暑”这个关键词，通俗地
理解，热射病就是最危险、最
严重的中暑，具有很高的病
死率。热射病与普通中暑的
区别主要体现在意识是否丧
失或正在丧失，热射病患者
会伴有意识丧失、抽搐等症
状。如果不及时治疗热射病，
患者的神经系统、呼吸系统、
肝肾系统都会相继损伤，多
器官衰竭通常是热射病致死
的原因。

根据 2019 年发布的《中
国热射病诊断与治疗专家共
识》，热射病是由热损伤因素
作用于机体引起的严重致命
性疾病，是指暴露在热环境
或者剧烈运动导致的机体产
热与散热失衡，典型症状就
是核心温度升高＞40℃、中枢
神经系统异常，例如精神状
态改变、抽搐或昏迷，并伴有
多器官损害，严重者危及生
命。

劳力型热射病主要由于
高强度体力活动引起机体产
热与散热失衡而发病，常见
于夏季剧烈运动的健康青年
人，比如在夏季参训的官兵、
运动员、消防员、建筑工人
等。

而经典型热射病常见于
年幼者、孕妇和年老体衰者，
或者有慢性基础疾病或免疫
功能受损的个体，通常是被
动暴露于热环境引起机体产
热与散热失衡而发病。

高温高湿的气候和高强
度体力活动是导致热射病最
主要的危险因素。

那么该如何救治与预防
呢？据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孔万权
介绍，热射病属于重度中暑，
救治不及时的话死亡率高达
60%。在高温、高湿度、不通风

的环境中，更容易发生热射
病。每年高温季，室外作业的
工人、在户外进行体能训练
的人员，都是热射病的高危
人群。

“热射病的治疗，早发现
早治疗，治愈效果完全不一
样。”孔万权解释，人体核心
温度超过 40℃时间越久，脏
器受损的程度就越重，比如
肝脏、肾脏、心肌、骨骼肌和
大脑。严重的情况下，延误治
疗，即使救回一命，也可能留
有严重的后遗症。因此，医生
提醒，在炎热的夏季，如果发
现周边有人高热、无汗、有意
识障碍，不要犹豫立即送医。

普通市民该如何预防热
射病？室外作业人员，在高温
下工作时要适度休息，劳动
的强度要循序渐进，大量出
汗后，需及时有效补充水分。
要尽量减少在烈日当空时长
时间待在户外。另外，待在家
中的老人和小孩，还有一些
患有基础疾病的群体，也是
热射病的高发群体，更要注
意防暑。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在家中可以开空调纳凉，或
者开窗通风。

浙大二院急诊医学科刘
宏副主任医师提醒，户外工
作者这段时间应注意避免长
时间高温下作业，及时补水
补液。如出现身体不适，应转
移到阴凉处，降低体温，并尽
快转送到医院。

另外，还要特别注意独
居的老年人，老年人不喜开
空调，环境温度、湿度高，容
易发生中暑。子女应尽量帮
老人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
工作，在家中备足清凉饮料，
准备防暑降温的药物，劝说
减少外出活动，如老人出现
不适尽快送医就诊。

据新闻报道，浙江省丽水市中心医
院急诊科6日下午送来一名49岁的男
性患者，他在车间工作时突然昏倒，入
院时体温 40.7℃，已经休克。该院近一
周已接诊3名热射病患者。

在这之前，河南省郑州市一名男
子就因为中暑突然昏迷。被送到医院的
ICU病房抢救时，医生监测他身体的核
心温度已经达到了42.3℃，体内所有的
脏器就像在水里“煮”过一样。

7月12日，一名37岁的装修工人连
续工作4小时后，头晕、频繁呕吐，被确
诊为热射病。据了解，这是今年南京首
例热射病患者。

高温容易引发热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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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聘有经验的中医大夫
要求有证，十年以上的从医经验，管住。
工作地点：沧州市 电话：187307266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