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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是一个
偏心率为0.093的椭圆，比地球的公转
轨道扁得多，火星上的四季长度会更
不均匀。由于火星冬至时接近近日
点，天文学家计算发现，火星北半球的
春夏季比秋冬季长三分之一左右。

火星四季的温度也和地球有
较大区别。王科超说，火星到太阳
的距离是日地距离的 1.52倍，接收
到太阳辐射能量更少，只有地球的
43％，因此火星上的每个季节，都
比地球上更加寒冷。“比如，今年 5
月火星北半球进入冬季，夜晚最低

温度甚至降到零下100多摄氏度。”
当火星北半球进入冬季时，火

星正运行到近日点附近，太阳辐射
强度更大，此时火星南半球正处夏
季，两个半球形成的温差更大，容易
在火星全球引发沙尘暴，时间可持
续 3个月以上。王科超说，特大风
暴时，火星风速能达到180米每秒，
是地球上五级飓风风速的 2.6倍。
不过火星表面的气压只有 600多
帕，不足地球表面气压的1％，因此
这样高速的风暴，也仅能扬起微小
的沙尘，远不及地球上的沙尘暴。

新华社电“祝融号”火星车所在的火星北半球将于21日迎来冬至，
火星上的北半球也将进入一年最冷的时节。为啥火星也有冬至？火星
上的四季长啥样？中科院天文科普专家为您揭秘。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
管王科超介绍，像地球一样，火星
既会“倾斜着身子”自转，也围绕太
阳公转。火星的自转轴倾角为
25.19度，这使得在一个轨道周期
当中，太阳的直射点也在火星南北
纬 25.19度之间移动。火星和地球
一样，也存在昼夜交替和四季变
化，当太阳直射火星最南端，即南
纬 25.19度时，就是冬至。今年，火

星将于7月21日迎来冬至。
火星的自转周期为24小时37分

22.7秒，与地球十分接近。但火星年
的长度，却比地球年的长度漫长得多。

王科超说，火星的公转周期约
为 687个地球日，即 1个火星年相
当于约 1.9个地球年，这意味着火
星上的每个季节有近6个月长。火
星的上一次冬至是 2020年 9月 2
日，这次则是2022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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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连日来，多地持续
高温。热浪来袭，多地已有多人
确诊热射病。什么是热射病？热
射病有何危害？如何预防热射
病？记者就公众关心的这些问题
采访了相关专家。

“热射病其实是中暑的一
种。”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
科副主任熊华威告诉记者，按疾
病轻重程度，中暑可分为热痉挛、
热衰竭、热射病三种。热痉挛症
状包括大量出汗、四肢痉挛等，热
衰竭病人会出现头晕乏力、低热、
精神萎靡等情况，热射病患者则
表现为高热 39℃以上、干燥无汗、
深度昏迷，持续高热极易引发多
器官衰竭。

熊华威介绍，随着生产生活
条件改善和公众防范意识增强，
其实近年来医院接诊热射病人数
不断减少，但仍需警惕极端高温
条件下热射病患者增多，以及普
通中暑患者因处理不当而发展成
热射病病人的情况。专家认为，
高温下户外劳动者、密闭空间高
温工作者以及部分产热强、散热
弱的特殊人群往往是中暑尤其是
热射病高危人群。

在专家看来，当前公众对中

暑还存在不少认识误区。
误区一：中暑很常见，不至于

有生命危险。日常生活中，很多
人觉得中暑出汗很常见，往往不
以为意而继续在高温下作业。专
家认为，普通中暑发展为热射病
需要一个过程，如中暑后还继续
暴露在高温环境中，症状将会加
重，一旦发展为热射病，进入昏迷
状态，随时可能危及生命。

误区二：中暑是小病，自行在
家处置就能好。有些人中暑后习
惯用一些土办法降温，比如刮痧
等。专家表示，对于一些症状较
重，尤其是已进入昏迷状态的中
暑病人，如不及时送医救治，往往
会耽误最佳救治时间。

专家表示，中暑的处理最关
键是迅速降温，对于热射病患者
更是如此。如果发展为热射病，
需及时送医救治，医院将采取多
种方式帮助患者实现体表降温和
内脏降温，并开展对症治疗。

未来几天高温天气可能会进
一步发展。中暑可以预防，专家
建议非必要不在高温环境作业，
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应远离高温
环境并进行物理降温，如症状较
重，需及时送医救治。

多地已有多人确诊热射病
专家解读如何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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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记者从天津市疫
情防控指挥部获悉，7月18日天津
市开展全域核酸检测，截至 19日
15时检测已全部完成。经复核确

定新冠病毒感染者 15例，其中隔
离管控人员检出 9例（均在河西
区），社会面筛查检出6例（天津市
南开区、河东区各3例）。

■聚焦疫情防控

天津社会面
新增多例本土阳性感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