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伏之后，全国各地开启了“火炉”模式，多地出现40℃以上
的高温。很多朋友可能因工作原因需要经常在烈日下暴晒，如果
没有必要的防护措施又大量流汗，就很可能造成脱水。当温度超
过32℃、湿度超过70%时，就需要预防中暑了，注意那些容易被
忽视的“中暑漏洞”，安全度过高温天。

先兆中暑 高温时，出现大量出
汗、头晕、耳鸣、胸闷、恶心、四肢乏力、
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说明身体已经
脱水。此时必须赶紧多喝水，到阴凉
的地方休息，一般症状可自行消除。

有恶心、呕吐症状，可口服藿香正
气水5~10毫升，或按说明书服用十滴
水。需要注意的是，藿香正气水、十滴
水中都含有酒精，服用后不宜开车，且
这两种药物都不宜和头孢同时服用。
闷热不适、头痛头晕，可在前额或太阳
穴上涂抹风油精、清凉油，但孕妇和婴
儿不宜使用。中暑后咽干口渴，可按
说明书服用清暑益气丸。

需要注意的是，体弱多病、有慢性
病的老年人，如果出现先兆中暑，在吃
完药、补充足够的水分后，半小时症状
仍没有缓解，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轻度中暑 除了恶心、呕吐等症

状，如果还出现体温＞38.5℃，心跳增
快，就已经是轻度中暑了。此时再用
休息、喝水的方法，没那么容易恢复，
建议去医院治疗。

重度中暑 重度中暑时，整个身
体机能都会出现问题，一般表现为
高热、说胡话、昏迷，甚至肝肾功能
异常、电解质紊乱，还可能引起猝
死，此时应立刻拨打 120，同时帮助
中暑者快速降温。首先，将中暑者
移到阴凉处，脱掉外衣；然后向其全
身洒水，或用湿毛巾擦拭身体，同时
打开空调或用电风扇降温，身体若
被吹干，要继续喷水，反复进行，尽
量将体温降至38.5℃以下。

如果中暑者没有昏迷，可适当补
充水分；如果出现呕吐现象，要让患
者侧卧，避免呕吐物吸入，造成呼吸
道阻塞或引起吸入性肺炎。

治中暑，对症找“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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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人民医院多科室协作 医生用体温捂热救命血

“对每一个患者，我们都秉着负责任的态度全力抢救”

7月11日晚上10点，一阵120急救车的呼啸声划破了夜空的宁静。
新郑市人民医院人民路院区急诊科接到一名不明原因导致昏迷的年轻女
子。家属回答不清患者具体病因，患者面色苍白、双目紧闭、呼吸微弱、呼
之不应，无法进行详细问诊。值班医生立即认真检查，并为患者建立静脉
通路，初步考虑为腹腔内出血，具体出血点在哪儿却无法判断……
新郑时报 邓春丽 通讯员 谢奕潇 文/图

各学科专家及时就位，制订周密的手术方案

检查后，患者立即被送往 ICU（重症监
护室）抢救，同时 ICU、外三科、妇产科、麻
醉科等多学科专家紧急会诊。此时，患者
生命气息微弱，手术风险、麻醉风险极
高。患者亲属情绪激动地围在 ICU门口，
该院医政科科长黄晓惠不断安抚家属情
绪。面对这样紧张的局面，在场的医护人
员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时间就是生
命，各学科专家及时就位，制订周密详细

的手术方案。
由于患者失血过多急需输血，而库

存血液拿出不久，温度较低不能直接输
入人体，但是又不能进行加热，血液中的
红细胞遭到破坏就无法使用了。医护人
员就把一袋袋的血液和血浆抱到怀里，
用自己的体温使血液尽快暖热，为患者
进行输血，温热的血液缓缓流入了患者
体内……

全力配合详细排查，手术最终顺利完成

充足的术前准备后，由该院麻醉科
主任张林海坐镇，外三科主任王智民和
妇产科主任姜燕主刀，对患者实施剖腹
探查术。手术室外，患者亲属在焦急等
待，手术室内，各医护团队紧张有序地
配合。由于患者腹腔内出血超过 3000
毫升，首先进行了积血清理，考虑到患
者为年轻女性，先从子宫和输卵管进行
详细排查。探查到患者左侧输卵管有
一处直径约 2厘米的出血口在不断地

往外出血，初步诊断为宫外孕造成的输
卵管破裂。出血口找到后，医生对患者
立即进行止血。缝扎完成后，王智民又
将患者腹腔内的脏器进行检查，在确认
无其他出血口后，进行了冲洗和缝合手
术。在各科室全力配合下，一个小时
后，手术顺利完成，患者生命体征趋于
平稳，被送到重症监护室观察。此时，
连续奋战的医护人员也松了一口气，脸
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始终牢记“生命相托 健康所系”的使命

医政科科长黄晓惠告诉记者：“医生
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对于每一个患者，
我们都是秉着负责任的态度全力抢救。
看着这个年轻的生命被挽救了回来，丈
夫复得妻子，父母复拥孩子，这名患者又
可以和家人团聚，继续享受着年轻美好

的人生，这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新郑市人民医院人民路院区的全体

医护人员始终牢记“生命相托 健康所
系”的使命，全面提升优质服务，持续提
高医疗质量，术业专攻，实施精准医疗，
为新郑市及周边的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高温来袭
你需要常备一份防中暑指南

中暑最易盯上7类人

1.喝水少的人 水分补充不够，不利
于身体排汗散热。需要提醒的是，喝冷
饮并不能防止中暑，还会使体内温度骤
降，暑热积聚在体内无法散发，使中暑的
概率更高。

2.出汗太少的人 先天汗腺不发达，
或使用了某些可能抑制排汗的药物，会
让身体散热功能失衡，更易中暑。这类
药物包括利尿类的降压药，含“麻”的感
冒药，硫酸镁、果导片等导泻药，以及胃
复安等肠胃药。

3.腹泻的人 腹泻会导致身体水分
流失过多缺水，进而引起中暑。

4.睡眠不足的人 熬夜或睡眠不足
7~8小时的人，通常心肺功能较差，会影
响排汗功能，不利于散热。

5.体型肥胖者 肥胖者皮下脂肪厚，
不容易散热，比瘦人更容易中暑。

6.剧烈运动的人 运动会加速体内产
生热量，运动量越大，产热越多，越容易中
暑。此外，身体有大块肌肉的人，运动时
产热的量比一般人多，是中暑高危人群。

7.好胜心强的人 压力大、有强迫性
格、事事求胜者，夏季容易发生“情绪中
暑”，尤其当气温超过35℃、日照超过12
小时、湿度高于80%时，生理中暑和“情
绪中暑”的比例都会急剧上升。

补上这些防暑“安全漏洞”

1.保持室内通风 室内要注意通
风降温，并适当使用电风扇或扇子；空
调温度不要低于26℃，以免出门时难
以适应。

2.喝水不可“牛饮”天热口渴会
让人不由得大口灌水喝，但这样会使
水分短时间内在体内积累，不利于吸
收，导致中暑。应该少量多次补水，千
万不要一次补充大量水（大于 500 毫
升）。建议先喝一两杯水，隔半个小时
再继续补充。

3.外出别长时间戴帽子 夏季戴
帽子容易出汗，帽子下形成湿热的小
环境，令头部湿度提高，引发中暑。建
议不定时摘下帽子，及时擦干汗水，给
头部通风散热。

4.出汗时别立即冲凉 大汗淋漓
时，不少人会立即洗个凉水澡，或者直
接躲进空调温度开得特别低的室内，
这两种方式都不可取。正确做法是，
先休息15~30分钟，等体温恢复、汗液
干透或微微出汗时再洗澡。

5.雨后黄昏别着急出门 不要以
为只有白天高温才会中暑，即便凉爽
的黄昏时分，如果湿度高，同样存在中
暑风险，尤其是刚下过一场雨后。此
时，建议少在户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