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肠胃病患者增加。
有些市民觉得把食物放在冰箱
里就不容易坏，其实冰箱里有
很多细菌，有些老年人舍不得
扔掉冰箱里的剩饭剩菜，吃了

之后就引发肠胃炎；天气热，食
物容易变质，再加上饮食不规
律，肠道很容易生病。而一些
年轻人酷爱冷饮，给肠胃带来
巨大刺激，也易诱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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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早报记者段祯
实习生林彬

近期，成都发布
多个高温预警，而持
续的高温天气，也给
市民的身体健康带
来一些影响。天府
早报记者从成都市
第二人民医院获悉，
近期该院急诊科日
均接诊600人次，其
中最多的一天，120
出 诊 达 到 20 车
次，急诊患者以老
年人居多。成都市
第二人民医院急诊
科主任李和莅提醒，
患有基础疾病的人
群一定要正常服药
治疗，不要在户外过
度运动，保持血压、
血糖稳定，防止血
压、心率波动引发相
关并发症。

天气热得他神志不清
跌倒后腰受伤
成都市二医院急诊科日接诊量
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男子摔倒在地

12日下午，成都市二医院
急诊科接到求救：一男子在屋
内摔倒了。出诊的该院急诊科
主任李和莅回忆，该男子住在
一家便宜的旅舍里，上下铺，且
没有空调，“当时我们推开房门
的时候，明显感觉到一股热
浪。”李和莅说，男子因天气太
热导致神志不清造成跌倒，诊
断为腰部外伤。

天气一热，很多不适症状
也随之而来。天府早报记者日
前从成都市二医院获悉，该院
急诊科日接诊量在 600 人左
右，而去年同期的日接诊量为
400余人，其中以中暑、胆道疾
病、酒后病人为多。

李 和
莅表示，“夏天
到了，很多人晚上都
喜欢吃宵夜，酒后发生的
创伤明显增多，另外高温天气
长时间暴露在户外，容易造成
中暑，对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糖
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老
年人也带来很大隐患，呼吸道
疾病的患者也会因为空调使用
不当造成病情加重。”

还要注意这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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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天气下，上
班族应当有充足睡眠，
合理调配工作时间；户
外人群，避免在高温时
段长时间的暴露。

●老人和小孩，适
当的防暑降温很有必
要，适当使用空调。

● 气 温 超 过
33℃，心脑血管疾病
被诱发或复发的几率
会增加。有相关疾病
的人群，要注意补充水
分，进行适当运动，多
吃易消化、并富含钾的
食物，例如瘦肉、香蕉、
橙等。

未来三天还是“大火急烤”烧烤完还有“蒸煮”
早报讯（记者 朱佳慧）风雨

过后，昨日成都气温还是比前一
天温柔了一点点，不过大部地方
最高气温还是达到了33℃以上，
其中大邑、邛崃、金堂、双流、温
江、天府新区等地还接连发布了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退烧”力度
有限。昨日一早，成都市气象台
再次宣布：受青藏高压控制，预
计从8月14日开始的未来三天，
成都大部地方将连续出现日最
高气温达到35℃以上的高温天

气。
今年的高温不多，从全省范

围来看，也就7月26-28日以及
这一次。在“立秋”节气第三天，
四川的高温拉开帷幕，盆地大部
日最高气温达到了35-37℃，盆
地东部还要热上一两度。最热
的 ，还 是 泸 州 古 蔺 ，热 到 了
39℃。也就是在8月10日，成都
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蓝色预警，
12 日，成都最高气温达到了
36.1℃。

这几天成都虽然出现了连
续的高温天气，但是和副热带高
压带来的湿热不同，蓉城这两天
的热，单纯是靠太阳自己的努
力。成都市气象台说，这几天的
热主要受到青藏高压控制，而青
藏高压控制时的天气，常常表现
为干热，空气湿度低。青藏高
压，阳光曝晒，这两把火一起烧，
气温轻而易举就能蹿到35℃的
高温级别了，同时因为空气湿度
低，当然就有犹如“大火急烤”的

强烈感觉了。
四川省气象台预计，本周，

全省都会持续这种晴热少雨的
天气。18-19日，盆地西部沿山
地区会出现阵性降雨，但几乎没
有降温的作用。8月20日之后，
副热带高压将会接青藏高压的
班，开始控制四川盆地。来自太
平洋的副热带高压比来自高原
的青藏高压“油腻”多了，由于带
着海洋的暖湿气流，它会让人觉
得闷热难耐。

高温引发神志不清

心脑血管疾病被诱发几率增加

李和莅透露，近期因高温
中暑的患者也不少，“几乎每天
救护车出诊都能接到几个老年
人，他们长时间呆在户外，出现
了气紧、心慌、呕吐等症状，经
诊断，就是高温导致的中暑。”
李和莅说，“一般情况下，病人
中暑后会出现头昏、胸闷等症
状，有些人会有消化道的症状，
比如说呕吐、恶心、肚子痛。”高
温天气下，上班族应当有充足
睡眠，合理调配工作时间，保证
良好的机体免疫功能状态；户
外人群，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
间的暴露。

“老人和小孩，适当的防暑
降温很有必要，适当使用空调，

温度设定在25至 26℃左右。”
李和莅说，通常情况下，环境的
温度超过37℃，人体自身的调
节功能丧失后会造成中暑，体
内的热量不能散失，会造成中
枢性的高热，很快出现意识上
的昏迷，这个时候必须及时就
医，有效快速的降低体温，防止
对大脑造成影响甚至导致一些
其他严重的并发症。

另外，气温超过33℃，心脑
血管疾病被诱发或复发的几率
会增加。因此提醒有相关疾病
的人群，要注意补充水分，进行
适当运动，饮食方面宜清淡，多
吃易消化、并富含钾的食物，例
如瘦肉、香蕉、橙等。

气温超33℃

肠道疾病

年轻人喜欢晚上烧烤宵
夜时伴着冰镇啤酒，一时间很
爽快，但喝酒、熬夜加上天气

热、人易烦躁，容易引起酒后
情绪激动，引发纠纷造成外
伤。

中暑属于急性热致疾患，可
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
症中暑。重症中暑依程度不同
分为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

热射病可分为劳力性和非
劳力性两种。劳力性热射病通
常伴有运动性横纹肌溶解，在
高温条件下进行剧烈体力活动
时容易发病，造成急性肝肾功
能衰竭，甚至死亡。非劳力性
热射病的主要表现是高热无
汗、严重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
统功能障碍、肺水肿、脑水肿，

临床上以高热、昏迷为主要症
状，是中暑最严重的一种类型，
如得不到及时救治，死亡率高
达 40%-50%通常在发病后 24
小时左右死亡，高危人群主要
是老年人。

如果发现有人在高温下发
烧昏迷，应立即将此人抬放至
通风阴凉处，浇凉水敷冰块等
以降低昏迷者的体温，并持续
监测其体温变化，高烧40度左
右持续不降的，要马上送到医
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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