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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夏季天气炎热，是儿
童溺水的高发季节，该如何避免溺水
发生？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
院急诊科主任王荃表示，由于小婴儿
的活动能力差，自我保护能力差，因
此水深2厘米即可发生溺水，且2分
钟即可导致窒息。

“缺少有效看护是造成儿童溺水
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同时儿童自身也
应该防范溺水风险。”王荃提示。儿
童不要高估自己的游泳技术，要在配
有正规资质的救生员的安全水域内

游泳，不要去危险或不熟悉的水域或
水体，不要在水中做危险的动作。此
外，饥饿时、饱食后、太困太累、生病
了都不要去游泳，一定要在身体健康
的情况下游泳，以免发生意外。

如果选择在游泳池游泳，是不是
就没有溺水风险了？王荃表示，即使
在游泳池，未成年人也必须要有家长
陪同或者结伴。游泳时要位于救生
员的视线范围内。游泳前要认真做
热身运动，避免下水后因水温过凉，
刺激后引发腿抽筋，发生溺水。

王荃表示，如果发现他人发生溺

水，儿童一定不要自行下水施救，应
该及时呼叫援助，可以在岸上寻找可
用的工具抛向落水者帮助他漂浮。
在水中救人不要正面相救，溺水者可
能因缺氧窒息的恐惧抓住施救者不
松手，从而将施救者拽进水里，最终
可能二人都会沉入水中。

“不建议在水中实施胸外按压，
将孩子救离水体后一定不要实施各
种方式的控水，这样做会耽误救治。”
王荃说，离开水体后一定要尽快开始
心肺复苏，同时避免只按压、不人工
呼吸。 ■王秉阳

据新华社 今年入汛以来，南方
地区暴雨不断。降雨持续时间长、影
响范围广，多地再现“城市看海”。城
市内涝几成顽疾，如何推进综合防
治，才能不再年年“看海”？

区域性暴雨洪水重于
常年 城市“洪涝混合”

近期，我国暴雨过程多、水量大，
局地出现极端暴雨，一些中小河流洪
水多发重发，区域性暴雨洪水重于常
年。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
国水利学会城市水利专委会主任委
员程晓陶说，今年一些城市呈现出

“因洪致涝、因涝成洪、洪涝混合”的
特点。

记者在多个城市看到，一些市区
道路积水严重。6月以来，湖北省共
出现 5 次区域性强降水过程，恩施、
宜昌、荆门、黄冈、襄阳等地反复遭受
暴雨袭击，发生严重暴雨洪涝、城市
渍涝等灾害。

6月以来，重庆先后经历多轮大
范围强降雨过程，多条穿越城市的
河流出现超警戒、超保证水位。加
上重庆独特的立体城市形态，一些
沿江低洼路段的积水无法排入江
中，渍涝严重。

在广西桂林阳朔县，前段时间的
连续大暴雨达 30 小时之久，造成县
城大面积内涝，其中城市主干道甲秀
桥因是高点，成为水中“孤岛”，停满
车辆。

记者注意到，城市内涝呈现出一
些特点。

——城市老城区内涝相对严
重。受6月29日暴雨影响，湖北武汉
武昌区中南一路一老旧小区内严重
内涝，水及腰深，小区多名老人被困。

——新建城区内涝频繁。桂林
市雁山区是近10年发展起来的大学
园区，多所高校在这里建设了新校
区，但几乎每年都会遭遇不同程度的
内涝。

——县乡内涝呈上升趋势。近
两年来，县城内涝呈现上升趋势，如
桂林阳朔、永福、平乐，柳州柳城、融
水等，均连续出现高于规划预期防洪
排涝标准的内涝灾害。

排涝系统先天不足致
城市内涝“痼疾难除”

多位专家表示，造成内涝的因素
有很多，但主要原因在于排涝系统先
天不足。

很 多 老 城 区 基 础 设 施 欠 账
多。有专家介绍，很多地方的排
水标准低，部分城市达到“三年一
遇”或“五年一遇”标准，而一些发
达国家排水标准是“十至十五年
一遇”。

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
长覃融表示，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基础
设施投资中地上和地下比重几乎达
到1:1，而在我国一些地方，长期以来
乐于搞看得见的“地面形象”，忽视投
入大、见效慢的“隐蔽工程”，地下基
础设施建设难以满足城市防洪抗涝
需求。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重地面
轻地下”的建设思维也延续到新城规
划中。一些从事县乡基层建设的专
家表示，近年来，三四五线城市开发
进度加快，但对于城市地下基础设施
建设依然重视不够，导致新城内涝呈
上升趋势。

据合肥市排水管理办公室有关
负责人介绍，城乡接合部地区是防
涝短板，这些地区的乡镇新纳入城
区，但排水管网并未及时优化提升，
有的乡镇甚至没有规划完整的地下
管网，一旦遭遇强降雨天气，容易发
生内涝。

有专家介绍，大规模城市扩张
往往也会造成水土流失加剧、局
部水系紊乱、河道与排水管网淤
塞，人为导致城市防洪排涝能力
下降。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试点“海绵

城市”局部内涝现象相对减少，但仍
未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看海”问题。

重庆已完成试点 42.1 平方公
里“海绵城市”建设，在试点区县，
内涝现象相对较少。作为全国首
批试点城市，武汉市“海绵城市”建
设已开展 5 年，城区部分小区未受
暴雨影响。

据业内人士介绍，“海绵城市”
一般都增加了透水地面，增强自
然土壤吸纳雨水的能力；适度提
高地下管线标准，增强地下排水
系统抗灾能力；实现泵阀全自动
化，运用智能管网提高系统运转
效率，对于减少区域性的城市内
涝确实有效。

住建部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导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俞孔坚说，
过去的“海绵城市”试点范围是城市
局部而非整个城市，建设效果显著，
但要彻底解决城市的内涝问题，还
需从源头开始，在更大范围内与国
土生态治理、水利工程生态化、田园
海绵化等系统治理结合在一起，用
基于自然的理念，系统解决城市洪
涝问题。

程晓陶表示，“海绵城市”要实现
“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
臭、热岛有缓解”，有一套完整的指标
体系。“一些发达国家用三四十年才
走完这一历程，我们需要更多基础研
究、监测分析，不能想着靠短期高投
入一蹴而就。”

多地加强监控防范内
涝风险 多举措增强城市排
水能力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
王章立表示，进入七八月份以后，雨
区往北移动，北方也进入主汛期。按
照预测预报，南方要防御台风造成的
暴雨洪水灾害，北部地区也可能会发
生洪水。

记者了解到，多地已针对可能发
生的风险采取防范。如武汉提前展
开水域应急救援训练，针对性开展培
训。成都市正通过开展排水设施汛
前维护检查、城市道路内涝风险点位
整治、重点区域综合整治、下穿隧道
排水能力提升改造等工作提升城市
排涝能力。

有专家表示，面对城市内涝灾
害，首先需要加强实时监控，及时提
供灾害预警。如武汉从2016年开始
发布中心城区降雨渍水风险图和主
要易渍水点分布图，对中心城区进行
全方位、全过程的雨情、水情研判，并
第一时间发布渍水路况信息，以便市
民进行防范。

多位专家认为，除短期预警防范
外，更要从推动规划完善、理顺体制
机制入手，统筹推进综合防治。“在新
城建设中，尤其需要完善法律法规与
城市规划，推动城市内涝问题的解
决。”程晓陶说。

中国政法大学应急管理法律与
政策研究基地主任林鸿潮表示，很
多城市的内涝问题都与土地规划比
例不协调有关，“城市要减少内涝灾
害，就要加强区域内的水渗透能力，
例如增加公园面积、减少工商业经
济用地等。”

还有一些地区提出深层隧道排
水工程的解决方案。成都市水务局
排水管理处处长何剑告诉记者，现
有对城市排水管网的解决方法都受
城市地上、浅层地下空间高密度开
发所限，而深层隧道排水工程可作
为现有浅层地下空间排水管网的补
充和兜底。

“摸清家底，补充完整基础资
料数据，是我们诊断城市‘内涝病’
的重要依据。”四川大学水力学与
山区河流开发保护国家重点实验
室教授张建民说，这样不仅能有效
优化地下管网规划设计，还能让应
急排涝手段有的放矢，提升极端天
气下城市设施的应对能力。

■舒静 胡璐 宋佳

据新华社 近期一项研究显示，
一种猪流感病毒感染人类的能力有
所增强，有导致人类中出现流感大流
行的潜力。这引起了很多人关注，那
究竟什么是猪流感，它又为何会与人
类大流行病扯上关系呢？

流感病毒可大致分为甲、乙、丙
三型，甲型流感病毒根据其表面结构
及其基因特性的不同又可分成许多
亚型，其中一些亚型会引起猪的呼吸
系统疾病，因此被称作猪流感病毒。
猪流感病毒可在猪群中全年传播，发
病率较高，病死率较低。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
医研究所网站资料，猪是流感病毒
的重要宿主。猪群中主要流行两
种 H1N1 流 感 病 毒 ，分 别 为 经 典
H1N1 猪流感病毒和类禽 H1N1 猪
流感病毒。这两种猪流感病毒都
能感染人。

特别是经典H1N1猪流感病毒，

据研究，它在1918年进入猪群，通过
长期进化重组，于 2009 年在北美进
入人群，在墨西哥和美国引发“人感
染猪流感”疫情，并迅速在全球范围
内蔓延。世界卫生组织起初将此型
流感称为“人感染猪流感”，后将其更
名为“甲型H1N1流感”。当年6月，
世卫组织宣布全球进入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

类禽 H1N1 流感病毒 1979 年在
欧洲由禽类传入猪群，随后在欧洲和
亚洲很多国家的猪群中流行，也有人
感染发病的报告。

2015年底，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发
表新闻公报说，该所研究人员领导的
团队发现，欧亚类禽H1N1猪流感病
毒已获得感染人的能力，具有在人类
中引起流感大流行的潜力，应予以高
度重视。

日前，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刊
发的一篇论文称，研究人员在 2011

年至 2018 年间对近 3 万头猪的鼻拭
子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猪群中存在的
G4 EA H1N1流感病毒（G4基因型欧
亚类禽H1N1流感病毒）具有较高传
染性，已具备感染人的能力，有可能
造成全球大流行。

该研究引发人们对又一场大流
行病的担忧。对此，世卫组织紧急项
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7月1日强
调，这项研究中提到的存在于猪群中
的 G4 EA H1N1 流感病毒并非新病
毒，各国及世卫组织的流感监测网络
已对其监测多年。

瑞安说，世卫组织和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已经合作研发出多
种用于研制相关疫苗的候选疫苗
株，且始终关注每种疫苗株的进
展，确保一旦找到有效疫苗株就能
够开展大规模疫苗生产。他提到
这是帮助人类预防流感大流行框
架的一部分。 ■郭洋

据新华社 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
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了解到，自
7月1日起，黄河正式进入汛期，小浪
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以
下运行。

据介绍，黄河每年四汛，分别为
伏汛、秋汛、凌汛、桃汛。按照规定，7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为黄河伏秋汛
期，其中7月1日至8月31日为前汛

期、9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为后汛期，
相应的小浪底水库汛限水位分别为
235米、248米。

据前期水文气象预测预报，今
年汛期我国气候形势复杂，气候状
态总体偏差，降水总体呈“南北多、
中间少”的空间分布，极端天气气候
事件可能多发频发，部分地区可能
出现旱涝并存、旱涝急转现象。黄

河流域汛期降水偏多，黄河上中游
地区出现暴雨洪水的可能性大，可
能有较重汛情。

为做好今年黄河水旱灾害防御工
作，黄河水利委员会开展超标洪水防
御调度演练，并编制了黄河、渭河、沁
河超标洪水防御预案，积极做好水文
测报预报、水库调度及各项应对工作，
确保汛期黄河防汛安全。 ■宋晓东

强暴雨天气下如何防治内涝？

猪流感病毒为何又引发关注

儿童应谨防溺水

黄河正式进入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