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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天来了，警惕热射病！
高温下出现大汗、口渴、头晕、胸闷等症状，要及时降温、补水、就医

福建省卫健委福建省卫健委
海峡都市报社海峡都市报社

联合出品

海都讯（记者 马俊杰
通讯员 李翔 潘文晖）
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铁）获悉，2023 年暑运
开始十天以来，闽赣两
省通过铁路出行研学游
的 旅 客 有 较 大 幅 度 增
长，达到 22 万人次，同比
增长 11.3% 。南铁开足
运力，全力满足研学游出
行热潮。

福建龙岩的古田会
议会址、泰宁的世界地质
公园研学实践基地等，是
每年研学旅游的热门地
点。为了方便研学游旅
客出行，南铁分别在泰
宁、古田会址站，共计新
增了 15 趟列车的停站。
同时，在昌赣、赣深高铁
等线路加开旅客列车 30
对，为旅客暑期研学游出
行提供更多选择。

海都讯（记者 周字艺）
记者从厦门航空获悉，7
月 10日，厦门航空正式开
通福州至乌鲁木齐往返直
飞航班。当天 18：49，首
班MF8869航班共计搭载
150名旅客自福州长乐国
际机场顺利起飞，福建新
疆两地首次实现直飞航班
正式通航。

根据计划，自 7 月 10
日起，厦航福州-乌鲁木
齐直飞客运航线将每周执
行 3 班往返航班，周一、
三、五各 1 班往返。去程
航班号为 MF8869，每日
18:40 自福州出发，次日
00:10抵达新疆乌鲁木齐；

回程航班号为 MF8870，
09:45 自新疆乌鲁木齐起
飞，15:15抵达福州。

据了解，2005 年，厦
航正式开始运营福州至乌
鲁木齐航线，2013年10月
27日起，该航线由每日一
班加密为每日2班。

此外 ，厦航近期还
将在福州机场正式全面
推出“国际通程航班”中
转出境服务，旅客最短
仅需 90 分钟，便可实现
中转航班衔接，且行李
从始发站直接托运到终
点站，改变了以往中转
旅客“拖着箱子赶飞机”
的窘况。

福州直飞乌鲁木齐航班开通

助力暑期研学游

南铁加开旅客列车30对
“神兽”出笼

家长暑期带娃遇难题
大中午出门、“宅”家玩手机……专家支招，低年龄段的孩子，要多

陪伴，而高年级的孩子则需要一个合理的暑期规划

迅速远离高温环境。
将病人扶到附近阴凉通风
处或空调房间，解开衣服
散热。将降温用品放在颈
部、腋窝和腹股沟进行降
温。

及时补充水分。若病
人意识清醒，可补充适量
淡盐水。若已昏迷，切勿
强行喂水，以免引起气道
梗阻或呕吐窒息。

迅速降温。在腋窝、
头部、腹股沟大动脉处用
冰袋或冰块进行局部降

温；还可用医用酒精、温水
反复擦拭全身，适度吹风
散热。当病人体温降至
38℃以下时，可停止强制
性降温方法。

专家还提醒，室内持
续闷热，年老体弱者也可
能发生中暑，因此在气温
较高时，要适当使用降温
设备降低环境温度。还要
及时饮水，少食多餐，体温
异常时使用降温用品进行
物理降温，外出时随身携
带解暑药品。

在高温环境下，如果出
现大汗、口渴、头晕、胸闷、
恶心、四肢无力及发麻等情
况，就要考虑中暑的可能。
根据严重程度分为轻症中
暑和重症中暑。其中重症
中暑又分为热痉挛、热衰
竭、热射病三种类型，重症

中暑可导致死亡。
热痉挛：由于大量出

汗、失水失盐，人体发生电
解质紊乱，引起肌肉痉挛。
好发于四肢肌肉，常呈对称
性，时而发作，时而缓解。
患者意识清醒，体温一般正
常。

热衰竭：起病迅速，主
要表现为头晕、头痛、多汗、
口渴、恶心、呕吐，继而皮肤
湿冷、血压下降、心律紊乱、
轻度脱水，体温稍高或正常。

热射病：因高温引起的
体温调节中枢功能障碍而
产生高热，体温可高达40℃

以上，早期大量出汗，继而
“无汗”，伴有不同程度的意
识障碍。病死率可达80%。

除此之外，长期的高温
作业易导致中枢神经抑制
注意力降低、血压升高甚至
高血压、胃肠道疾病、肾功
能不全等。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
和国家疾控局联合发文——
《关于做好 2023 年用人单
位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
要求加强高温作业及高温
天气作业劳动保护，有效防

范职业性中暑事件的发生，
切实保障劳动者身心健康
和生命安全。

据介绍，按照气象条件的
特点，高温作业分为三种类型：

高温、强热辐射作业：

如冶金工业的炼焦、炼铁、
轧钢等车间；机械制造工业
的铸造、锻造、热处理等车
间；搪瓷、玻璃、砖瓦等工业
的窑炉车间；火力发电厂和
锅炉房等。

高温高湿作业：如印
染、缫丝、造纸等工业；深井
煤矿等。

夏季露天作业：夏季在
农田劳动、建筑、搬运等露
天作业。

这段时间，大家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高温”和“热”！
据国家气候中心介绍，今年以来我国高温日数为1961年以来历史

同期最多。今年7月到8月预测气候将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2℃，还
将出现阶段性高温过程。全国多地频频发布高温预警，我省局部地区
午后最高气温已超过了42℃。

7月11日，也就是昨天，迎来了“初伏”，将进入长达40天的“三伏
天”和“桑拿天”。专家提醒：市民们需避免午间时段外出，高温条件作
业人员应当缩短连续作业时间，警惕中暑特别是热射病的发生。

三种环境属于高温作业

出现三种情况为重症中暑

发生中暑怎么处理？

N海都记者 林宝珍

“我家娃精力无限，总想着往外跑”“我儿子在家里成天玩电子设备，作业也不爱写”……不
知不觉，暑假已过了一个多星期，“神兽”们天天呆在家里，让不少家长感到“鸭梨山大”。

暑期两个月，家长和孩子如何做到“相看两不厌”？如何让“神兽”们的假期过得既丰富又
充实？记者采访了福建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启光，为大伙儿支招。

家长们的困扰，应该
如何解决？对此，记者咨
询了福建师范大学教师
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杨启光。杨启光教授
表示，不同年龄段的小
孩，应有不同的教育方
法。

对于低年龄段孩子
来说，更需要家长陪伴，
以及注意暑期安全。而
对于高年级的孩子来说，
家长需要抓住假期，制定
合理的暑期规划，有针对
性地灵活整合周围资源，
帮助孩子创造性发展。
比如，与孩子一同制定学
习计划，让他们按时完成
暑期作业，避免“临时抱

佛脚”，开学突击检查补
作业等情况；带孩子多参
加社会活动，包括研学旅
行等，可以帮助孩子增长
见识、开阔眼界；抓住假
期机会，培养孩子生活技
能技巧，锻炼动手能力；
参加读书活动等等。

“一些小孩爱玩手
机，家长不妨制定好用手
机的规则，规定时间完成
任务就可以使用一定时
间，要严格遵守约定。”杨
启光教授建议，父母家庭
成员要做好示范，不能时
时玩手机，还应开发家庭
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活动
资源，培养孩子多方面爱
好与兴趣。

近期，福州气温高得吓
人，哪怕只是下楼倒个垃
圾，回来也可能满身汗。气
象部门也多次发布高温预
警，提醒广大市民注意防暑
降温。

防暑，宅在家是个不
错 的 选 择 。 可 有 的“ 神
兽”总哭闹着要出门玩，
这让家长苦不堪言。这
不，家住鼓楼区的刘依姆

每天都要和自己的孙子斗
智斗勇。

“每天午饭后，我家孙
子就吵着说要和朋友出去
玩。可大中午实在太热，出
门非常容易中暑。”刘依姆
说，如果不同意，孙子就开
始哭闹、撒泼打滚。在各种

“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
办法下，老人也只能让孙子
晚两个小时再出门。

怕孩子沉迷手机，一直
是不少家长的困扰。福州市
民邱女士就是如此。

邱女士说，今年，她家小
孩准备小升初，这个暑假，邱
女士专门买了一套书籍，希
望孩子能在假期里把书看
完。谁知，孩子不仅不怎么

看书，还总“抱”着电子设备。
“我告诉孩子，要看完书

才能玩手机，可她却经常磨
蹭不完成任务，老想着要玩
手机。”邱女士说，她也明白
教育孩子不能只靠责骂，“有
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孩子戒掉
玩手机的‘瘾’呢？”

专家：
父母要以身作则

制定合理的暑期规划

困扰二：在家待不住，出去玩又怕中暑

困扰一：孩子不爱看书，总爱玩手机

N海都记者 罗丹凌
实习生 何丹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