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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新闻健康

链接

□本报通讯员 卫健宣 孙镇江

上周高温袭来，常州热到仅次新
疆吐鲁番。据常州气象预计，本周高
温天气仍将持续，强度明显增强，极端
最高气温可达 40℃左右。南京医科
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常州二院）急重症
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刘文明提醒市
民，要正确应对高温，保持身心健康，
尤其是户外作业的人员和老人，预防
中暑是第一位的。

中暑的症状和分类

中暑是高温高湿度环境下因汗腺
衰竭导致产热和散热调节失衡和内环
境紊乱的临床综合征。中暑按照严重
程度和病情进程又分成先兆中暑，轻
症中暑和重症中暑，其中重症中暑又
分为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热射
病是中暑进入最严重的阶段。

先兆中暑是最轻微的中暑，仅仅
表现为全身乏力、头晕、心慌不适，症
状表现缺乏特别的指向性，此时适当
补充水分阴凉处休息就可以获得缓
解。轻症中暑表现为烦躁不安，多汗
失水，发热38℃以上。

重症中暑的热痉挛表现为大量出
汗伴低钠和低钙抽搐，比如足球场比
赛的运动员极限运动后抽筋的场景就
是这种情况；热衰竭表现：汗腺衰竭，
蒸发散热功能停止，高热 39 度以上；
热射病表现：高热 40℃以上、伴随意
识障碍和昏迷的脑损害表现，往往还
伴有其他器官损伤表现。

热射病又分为劳力性热射病和非
劳力性热射病。劳力性热射病专指那
些高温环境下劳动或体能训练等运动
状态下发生的热射病，多数是职业性
中暑。非劳力性热射病是指相对静息
状态下发生的热射病，主要人群是居

家不开空调的老年人，尤其是有心脑
血管疾病等基础疾病的高龄患者。这
些人群预防和治疗的着重点还是有区
别的。

中暑的危险和预防

重症中暑是死亡率和致残率都很
高的疾病。文献报道重症中暑的死亡
率：20%—70%，50岁以上热射病死亡
率超 50%。2007 年有过相关报道：
2003年8月欧洲热浪导致法国14800
人因高温而死亡，劳力性射病28天和
2年死亡率分别58%和71%。

研究发现，夏季热浪期间经典热
射病即非劳力性热射病的发病率为
17.6—26.5/100000，住院患者的死亡
率为14%—65%，ICU患者的死亡率>
60%。幸存者中，超过 30%的患者遗
留有认知障碍和长期神经系统疾病。

高温季节如何预防中暑成为现实
话题，中暑易发人群主要是高温高湿
环境下工作和训练的人群，也不要忽

视家庭或养老院高温环境生活的人
群，尤其是有基础疾病器官功能差的
高龄老人，这些人对于高温高湿的适
应能力变差，更容易中暑，作为重点关
注和预防的对象。

对于第一部分人群，要求尽量避
免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作业或训练，这
种情况企业和工会组织要发挥作用。
无法避免的高温下作业必须改善环境
温度和湿度，减少高温作业时间，监测
作业人员的主观感受和生理状态，提
供降温的必要措施和建立应急预案
等，需要指出的是不能用资金补助代
替具体可行的高温预防措施。

对于第二部分老年人群，特别是
有基础疾病的高龄老人进行重点健康
教育和管理，提高他们的高温季节预
防中暑的意识，有些老年人不喜欢空
调环境生活，护理人员健康教育和职
业培训尤其重要。

对于普通大众，需要了解中暑知
识，平时常规锻炼也是应对中暑的必要

措施。探险爱好者高温和沙漠地区极
限挑战运动需要专业评估安全性和可
行性，有合适的保障措施，避免发生重
症中暑的悲剧。

中暑处置和空调病

在户外遇到中暑者，如果有条件，
首先将中暑者送至附近有空调环境的
房间，采取凉水浴、全身冰块降温等物
理降温措施；其次，对于伴有高热、意
识障碍的重症中暑需要呼叫120和专
业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参与急救，同时
保持患者呼吸道通畅，心脏骤停者立
即进行心肺复苏术，抓紧时间转运到
医院急诊进行专业救治；第三，如果伴
有跌落伤需要止血包扎固定受伤部
位，保护颈椎不发生二次伤害，协助专
业人员运输患者。

积极预防中暑是对的，但也不要
极端化。随着科技进步空调走进寻常
百姓生活，改善生活品质的同时人们
会变得越来越不适应高温环境，更加
容易中暑。与此同时，空调病也会随
之而来。

狭义的空调病是指长时间在空调
环境下工作、学习的人群，因空气不流
通，环境得不到改善，造成身体功能衰
退的一种病症，主要表现为鼻塞、头
晕、打喷嚏、耳鸣、乏力、记忆力减退等
症状。

广义的空调病既包括血管在温差
大起大落变化下的血管舒缩调节失衡
表现，也有空调温度过低导致的不适
应和细菌病毒感染表现等所有因使用
空调带来的生理机能紊乱。

所以，使用空调也不可以把温度
调节得过低，避免和外界温差过大，保
持适当通风更新空气。也不要过长时
间待在空调房间里导致不适应外界高
温环境或空调病。

我市高温来袭，如何预防中暑
本报讯（赵霅煜 妇幼宣）“谭主

任，肚子越来越大，经常有人问我是不
是怀孕了，我不会生病了吧？”近日，周
女士来到市妇保院·市一院钟楼院区
妇科专家谭青青门诊，焦急询问。经
过B超检查，竟发现其子宫上长有直径
15厘米的子宫肌瘤。

“我知道自己有个小肌瘤，很多年
了，大概1厘米左右，后面就没有管它。
没想到，居然长这么大了。”得知“长胖”
真相的周女士倒吸一口凉气，本以为是

近绝经期激素水平的改变导致的，拼命
运动、节食，甚至还吃了减肥药。

“当我们打开腹腔时都惊呆了。
患者整个子宫在大肌瘤的压迫下已经
完全失去了正常的形态，比一个足月
宝宝的胎头都大。术后称量，这个巨
大的子宫重达2180克，要知道，一个正
常的子宫才50克重。”谭青青提醒，子
宫肌瘤是妇科常见疾病，高发于育龄
期女性，部分患者可能没有明显症状，
常在体检时发现。

女子患有子宫肌瘤
子宫重量是正常的40倍

本报讯（赵霅煜 杨小霞）近日，常
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卫生健康局、常
州市儿童医院联合开展了“医新为童”
关爱儿童暑期健康行动。本次关爱行
动紧紧围绕《常州市卫生健康“十百千
万”惠民工程实施方案》文件精神，新北
区卫健局与市儿童医院经过前期充分
调研，制定了“医新为童”计划。

一是开展多场健康科普知识进社
区活动。围绕肥胖、矮小、近视、多动
症等社会关注的儿童健康热点问题，
组织专家团队多层次、多角度开展健
康知识讲座，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
市民健康素养。

二是走进多家社区开展大型巡回
义诊活动。落实百万人群健康保障服
务，拓展健康管理的服务模式，组织专
家在暑假期间走进新北区6个社区，为
数千家庭进行大型巡回义诊，保障少
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三是举办基层儿科医务人员专科
规范化培训。新北区卫健局与市儿童
医院联合举办基层儿科医务人员专科
规范化培训，对儿科领域常见疾病的诊
治和疑难杂症的鉴别诊断进行学习，更
好更优地为广大儿童提供健康服务。

7 月 10 日至 7 月 26 日，市儿童医

院组织呼吸科、儿外科、骨科、消化营
养科、学习困难门诊、皮肤科、口腔科、
眼科等 13 个专科领域、50 余名专家，
组团式送医上门，先后为世茂香槟湖
社区、锦海社区、龙城社区、燕兴社区、
衡山社区、锦珑社区等6个社区数千家
庭进行健康科普与巡回义诊。专家团
队结合多年的临床经验和丰富多彩的
诊间故事，为家长及儿童生动科普了

“呵护眼睛 预防近视”“家庭注意力训
练，让学习更专注”“贫血的诊治”等17
场儿童健康知识讲解；数场义诊，现场
气氛活跃，秩序井然，收获了家长与社
区工作人员的一致好评。

7月24日下午，新北区卫健局与市
儿童医院联合举办了基层儿科医务人
员培训班，来自临床一线的基层医疗
机构儿科医务人员 30 余人参加了培
训。市儿童医院副院长赵静作开班致
辞。培训班围绕《小儿腹痛常见病因
及诊断》《新生儿黄疸识别》《贫血的诊
断和治疗》《儿童尿路感染》和《儿童保
健和心理行为发育》等5个方面，市儿
童医院专家团队分享了基层常见疑难
疾病的诊治经验，进一步提高基层儿
科医务人员的诊疗水平和提升整体服
务能力，为儿童健康保驾护航。

“医新为童”关爱儿童暑期健康行动

□本报通讯员 李文姣

中医学认为，夏季暑气当令，气候
炎热，人若长时间在烈日下或高温中
劳作，暑热之邪极易乘机侵入而发为
中暑。

中暑由外感暑热之邪、内因正气
不足而成。暑热为阳邪，其性炎热、升
散。侵及人体，传变极速，直入气分可
导致津气耗伤，甚或出现津伤、气脱、
神伤的危重证候。如暑热未及时清

解，极易迅速内传或直入心营，导致气
营（血）两燔、痰热闭窍、生痰动风、风
火相煽等严重病变。

中暑后期，一般表现为津气两虚
或兼余邪留恋的证候夏季炎热，多雨
潮湿，热蒸湿动，暑湿邪气弥漫空间，
故暑邪常夹湿邪侵犯人体，此类中暑，
亦可称为暑秽。

防暑茶饮方

乌梅饮，市中医医院全新上线的
乌梅饮参考医籍古方，结合现代人夏
日口干烦躁、食欲不振、精神萎靡等症
状特点，精心选用乌梅、桑椹，生津止
渴，滋阴养血；山楂、陈皮，健运脾胃，
化浊降脂；薄荷、甘草，清利头目，清热
解毒。6味中药真材实料，酸中蕴甜，
以《伤寒论》“酸甘化阴”之法，补养暑
气耗伤的津液；药食同源，性味平和，
以孟河医派“和法缓治”之理念调和身
体阴阳平衡。

益气养阴茶，组成：太子参、麦冬、
黄精等；功效：益气养阴，除烦解渴。
改善暑热头痛、乏力头晕等症状。

安神饮，组成：石菖蒲、合欢花、首
乌藤等；功效：宁心安神。减轻夏季暑
热引起的心烦、失眠等症。

润肠饮，组成：生地黄、火麻仁、酒
苁蓉等；功效：滋阴，润肠，通便。缓解
因暑热津液耗伤引起的大便干结。

防暑起居调养

做好户外防护，如选用透气的帽
子、太阳镜、穿浅色的衣服、涂抹防晒
霜等。选择在清晨或黄昏时从事户外
劳动。

饮食均衡清淡，适时补充水分，常
服清暑饮料（如绿豆汤、西瓜汁、凉茶
等）及淡盐类或功能性饮料，多吃水果
蔬菜，如西瓜、绿豆、冬瓜、苦瓜等，忌
烟酒，避免食用辛辣、油腻、刺激性食
物。

适度合理运动，增强体质，适度运
动，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如散
步、慢跑、游泳等；避免在高温环境下
剧烈运动，运动后应及时补充水分及
电解质。

生活起居有常，保持充足的睡眠，
避免熬夜；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
户外活动，特别是中午 12 点至下午 4
点；如果必须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

保持心情舒畅，避免情绪激动和
烦躁；可以通过听音乐、阅读、冥想等
方式来放松身心。

中医防暑疗法

穴位按摩。按摩一些穴位可以帮
助预防中暑，如合谷穴、内关穴、涌泉
穴等；可以用拇指或食指按压穴位，每
次按压1—3分钟，每天按压2—3次。

中医刮痧。刮痧能够刺激体表的
经络穴位，激发人体自身的调节机制，
促进气血流通，恢复身体的平衡与健
康。对于因暑热引起的不同症状，可以
有针对性地选择刮痧部位和穴位。例
如，头痛、头晕者，可以重点刮拭头部的
太阳穴、风池穴，以及颈部的大椎穴；恶
心、呕吐者，可刮拭胸部的膻中穴、腹部
的中脘穴；四肢乏力者，则可刮拭四肢
的经络和穴位，如手臂的曲池穴、合谷
穴，腿部的足三里穴、阴陵泉穴等。

中药调理。安宫牛黄丸：具有清
热解毒、豁痰开窍的功效，用于暑热入
心包、高热痉厥、神昏谵语；十滴水：具
有解暑健脾的功效，用于中暑引起的
头晕、恶心、腹痛、胃肠不适；仁丹：具
有祛风解暑健胃的功效，用于轻度中
暑、恶心呕吐等症；藿香正气软胶囊

（或丸，或水）：具有解表化湿、理气和
中的功效，用于中暑（暑秽）症见头痛
昏重、胸膈痞闷、脘腹胀痛、呕吐泄泻。

40℃下的中医防暑指南

本报讯（李青 七轩） 我市近日
持续高温，中暑病人日益增多。“但有
一些症状像中暑的患者，其实是中
风。”市七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徐红
梅说，最近急诊科已经接收了多位误
以为是中暑的中风患者，险些耽误治
疗时机。

胡先生今年53岁，前些天在户外
和朋友行走时，突然感到一阵眩晕，肢

体无力，手中握的水杯都打翻了，自己
以为是高温天中暑了，便到医院就
诊。结果医生诊断后发现是因脑供血
不足导致的急性脑梗死，也就是所谓
的中风。所幸治疗及时，现在胡先生
恢复状况良好。

徐红梅说：“天气炎热，我们神
经内科收治的头晕、乏力、脑血管的
患者人数激增。中暑和中风在临床

表 现 上 有 一 定 相 似 性 ，会 头 晕 乏
力。中暑常见表现有发烧、脉搏加
速、意识丧失等，一般表现为全身乏
力，还会出汗、体温增高。中风如果
症状比较轻，常见症状为突发的口
角歪斜、言语不利、一侧肢体麻木无
力等。家中有基础疾病的老人，一
定要格外注意。”

“老年人基础疾病比较多，在持

续高温的影响下，对高温的耐受能力
会下降，随之出现头晕、乏力、食欲减
退，有的甚至会并发一些呼吸道的感
染，所以在家还是要适当开开空调，
保持空气的流通，使自己在一个比较
舒适的环境当中。”徐红梅提醒市民，
如果老人出现头晕乏力，甚至反应迟
钝、言语减少等情况，应尽快到医院
就诊。

高温天头晕乏力，莫把“中风”当“中暑”

子宫肌瘤有哪些症状？
1. 经量增多及经期延长；2. 下

腹 包 块 、白 带 增 多 ；3. 压 迫 症 状
（如尿频、尿急、排尿困难、下腹坠
胀等）。

子宫肌瘤的诊断方式有哪些呢？
一般来说较小的肌瘤通过妇科

检查很难诊断，大多通过B超可以发
现，必要时需要结合MRI或CT等。

子宫肌瘤如何预防？
1. 子宫肌瘤的确切病因无法明

确，很难做到针对性预防；2. 对于患
有子宫肌瘤的患者，建议定期检查，
监测其生长的速度；3.如短期内增长
迅速，或者引起月经异常、大小便异
常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在专业医生
的帮助下寻找合适的治疗方法，避免
延误病情，增加痛苦。

本报讯（陈荣春 三院宣） 欧洲
杯、奥运会……这个夏天，体育盛宴接
踵而至，不少市民熬夜守在屏幕前，此
时一定要当心脑卒中。61岁的市民沈
先生对此深有体会。

沈先生是一个体育爱好者，年轻时
也曾热爱踢球，欧洲杯时连续熬夜看了
多场比赛，近期又守在屏幕前看起奥运
会。没想到的是，前几日，沈先生在看比
赛时突然出现言语不清，口角歪斜，左侧
肢体无力。家人见状赶忙把他送到市三
院急诊科。经过医生的问诊与检查，沈
先生因“脑梗死”转入神经内科救治。

市三院神经内科主任蒋春介绍，熬
夜、饮酒、高油脂饮食、情绪激动和锻炼

时间减少等行为都与脑卒中的发生息
息相关。在观看比赛时，精神高度紧
张，情绪波动较大，容易导致交感神经
兴奋，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从而诱发出
血性脑卒中（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
等）；连续多日熬夜，夜间高油脂饮食过
多，导致血液粘稠度增加，从而诱发缺
血性脑卒中（脑梗死、静脉窦血栓等）。

蒋春提醒，预防“脑卒中”，要尽量
保持心态平和，注意控制情绪；避免过
度进食啤酒、烧烤等辛辣刺激的食物；
保障睡眠，适当进行锻炼等。一旦出现
卒中前兆如头痛、眩晕、眼前突然发黑、
白天嗜睡、精神疲倦、握力下降、言语不
清、原因不明的摔跤等，应及早就医。

熬夜看比赛，当心脑卒中

高岷高岷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