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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上海持续高温预警，瑞金医院急诊发布提醒——

热射病高温天潜伏的危险不容忽视
据文汇报 三伏天来了，入伏

即高温！上海持续拉响高温预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日前发布提醒：高 温 天 潜 伏 的
危险不容忽视，市民务必注意防
暑降温。

“今年到目前为止，情况还比
较平稳，但接下来还有持续高温
天，对于潜伏的危险，市民要注意
防范。”瑞金医院急诊科主任毛恩
强教授说，去年夏天，医院急诊科
陆续接收到多名中暑患者，年龄最
大者 84 岁，最小者 20 岁，包括消防
员、马拉松选手等，有的人中暑后
后果很严重。让他印象深刻的是：
有一位患者是在跑步机上锻炼时
突然出现严重意识障碍、身体抽
搐，送到急诊时已处于昏迷状态，
被诊断为热射病。由于情况危急，
患者被转入重症监护室，好在最后
转危为安。

“热射病就是重症中暑，是中
暑最严重的类型，大家一定要重
视。”毛恩强介绍，热射病通常表
现为皮肤灼热、意识障碍如惊厥、
昏迷等，并会伴有多脏器损伤，死
亡率高。

热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
瑞金医院急诊医生解释，热射

病是由于人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
中，机体体温调节功能失衡，产热
大于散热，导致核心温度迅速升
高、超过 40℃，并伴有皮肤灼热、
意识障碍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的严
重急性热致疾病。

热射病又可分为经典热射病
（又称非劳力型热射病）和劳力型
热射病。其中，经典型热射病多见
于体温调节能力不足者，如年老体
弱者、儿童，以及伴有基础疾病者

（如精神障碍、脑出血后遗症等），
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者（如环卫工
人 、交 警 、封 闭 车 厢 中 的 儿 童）
等。而劳力型热射病多见于既往
健 康 的 年 轻 人 ，如 消 防 员 、运 动
员、建筑工人等。

正常情况下，人体内部器官需
要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工作，这个
温度被称为“核心温度”，一般比
体表温度高 0.5℃左右，范围大致
在 36.5℃至 37.5℃之间。在持续高
温、高湿条件下，人体的核心温度
迅速升高，会导致严重的器官功能
障碍。所以，核心体温升高，是热
射病的罪魁祸首。

如何区别中暑和热射病？
医生强调，在高温环境下停留

的时间稍长，就可能出现头昏、头
痛、口渴、多汗、四肢无力、心悸等
症状，这是中暑的先兆。

如果这时马上去阴凉通风的
地 方 休 息 ，多 喝 水 ，适 当 补 充 盐
分，机体很快就能恢复。但是，如
果依旧滞留在高温环境下，体温可
能持续升高，会出现面色潮红、大
量出汗、脉搏加快等，甚至会出现
肌肉痉挛、恶心呕吐，继而发展到
四肢湿冷、面色苍白、心动过速、
血压下降等更严重的症状。

如果核心温度达到 40℃以上，
伴有意识障碍、无汗等症状，即发
生了热射病。

如何预防热射病？
瑞金医院急诊医生提醒，随着

持续高温天来袭，市民提高自我防
护能力，是预防和减少高温中暑发
生的关键。在高温天里，预防中暑
要做到：

1.尽量避免高温日晒，穿着宽

松衣物，多补充水分和盐分等。
2.正确使用药物，不要大量饮

酒。某些药物可能会增加热射病
的风险，这些药物包括抗组胺剂、
三环类抗抑郁药、安非他命、可卡
因、甲状腺素、β受体阻滞剂、利
尿药等。正在使用这类药物的人，
要尤其注意防暑降温。另外，酒精
也会增加热射病发生的可能性。

3. 注 意 易 被 忽 视 的 高 发 来
源。封闭的汽车，是特别容易被忽
视的热射病来源。夏天在 30℃以
上的室外，停车后 10 分钟，车内温
度就能上升至 43℃，20 分钟后可
以上升至 50℃。

4.关注环境温度、湿度。当温
度＞35℃时，汗液蒸发是人体唯一
的散热途径，如果环境中湿度过
高，会出现“汗如雨下”的情形，但
是汗液没有办法蒸发，机体就无法
实现有效降温。

高温中暑如何紧急处理？
热射病可能危及生命，应该第

一时间拨打 120、110 等急救电话，
寻 求 专 业 急 救 人 员 的 指 导 和 帮
助。与此同时，可采取这些措施：

1.将病人移到阴凉通风处。
2.监测病人体温，迅速给予降

温举措。比如，将病人浸泡在浴缸
的凉水里，用浇花的凉水喷洒在病
人身上，用凉水擦拭病人的身体，
用凉湿毛巾或冰袋冷敷患者头部、
腋下及大腿根部，将病人裹在凉水
浸湿的被单或衣物里用风扇吹等。

3.保持病人呼吸通畅，患者意
识不清或发生抽搐的状态下，不要
给病人喝水，如果病人发生呕吐，
使其侧躺,以保持呼吸道通畅。

4.尽快到达医疗机构，进行专
业治疗。 ■唐闻佳

据解放日报 7月10日，多位网友
在社交平台称，上海飞往北京的
CA1524航班，在空中遭遇严重颠簸。
中国国际航空在官方微博回应称，国
航CA1524航班（上海—北京）在飞行
过程中突遇晴空颠簸，一名旅客和一
名乘务员受伤。通报中提及的“晴空
颠簸”令网友困惑，为何在没有雷雨天
气的状况也会出现这么大的颠簸？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运行风险控
制部林毅杰曾撰文表示，我国颠簸的
空间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一带/中部
一带以及西部地形突变一带。颠簸
发生的气象条件有锋面、高压脊、气
旋、槽线、雷暴、地形和晴空颠簸。

晴空颠簸指的是晴空湍流所产
生的颠簸，多出现在对流层的上层或
平流层下层，尤其以急流区附近出现
得最为频繁、强烈，晴空颠簸出现常
伴有较强的风切变和较大的风速脉
动。通常出现在 6000 米以上高空，
由于它不伴有可见的天气现象，飞行
员难以预先发现，对飞行威胁很大。
晴空湍流出现的高度为 6000 米至
15000米，10000米高度附近最多，颠
簸区往往有明显的边界，厚度大约在
200米至1500米之间，这种颠簸虽然
不可能造成恶劣飞行事故，但若机组
处置不当，也可以造成旅客重伤，甚
至危及人身安全。

在现有科技条件下，想完全避免
高空急流所导致的晴空颠簸是不可能
的。因为现代客机气象雷达的波长是

针对云层中水滴的尺寸设计的。如果
机载雷达探测到的水滴存在剧烈垂直
运动，那么在导航屏幕上就会显示红
色颠簸区域，提示飞行员绕飞避让。
但高空急流通常不含水汽，所以机载
雷达无法探测到伴随急流生成的晴空
颠簸。而气象预报则只能粗略推测晴
空颠簸可能发生的位置。

不过，现代民用航空器的设计和
机组操作规范已经可以把晴空颠簸
导致受伤的概率降至很低。航空公
司会对飞行员进行相关复杂天气的
培训和考试，确保飞行中能应对各类
突如其来的状况。

在此次国航CA1524事件中，总
共发生两次颠簸。据目击者回忆，飞
机第一次颠簸一两秒，不少乘客离座
上厕所，空乘人员通知大家坐好、扣
紧安全带，数秒后发生第二次比较严
重的颠簸，持续几秒时间。也就是
说，严重颠簸来临前并非毫无征兆。

预防飞机空中颠簸受伤最好的
方法就是全程系好安全带。突发强
烈颠簸时，旅客如果离座位较远，来
不及回座位，应该立即蹲下，抓住旁
边可固定的物体，如座椅扶手，座椅
脚柄等；如果正在使用卫生间，需要
立即抓住厕所马桶旁辅助手柄。

颠簸时千万不要开启行李架，以
免行李砸伤旅客。成人旅客要做好
对儿童、婴儿的监控。孕妇旅客可将
安全带系于大腿根部，并在中间垫一
个柔软的东西，如小枕头。■车佳楠

据新华社 低轨星座建设是国
家战略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
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
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对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等功
能的需求不断增加。低轨星座建
设可以提供更加精准、实时、高效
的服务，满足各方需求。

7 月 12 日，在湖北武汉开幕的
第九届中国（国际）商业航天高峰
论坛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宣布正
式启动超低轨通遥一体卫星星座
建设，首发星计划 12 月发射。这
一卫星星座的建设背景是什么？
主要特征有哪些？

开辟航天科技进步新
赛道

超低轨道是指轨道高度低于
300 公 里 的 轨 道 ，将 卫 星 从 传 统
的 近 地 轨 道 降 低 到 300 公 里 以
下 ，使 其 对 地“ 遥 感 ”变 为“ 近
端”，使其具备有效载荷成本低、
通信时延小、用户终端小型化等
优势。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空间工程
总体部副总经理李艳彬表示，构
筑一个开放的分布式智能型网络
化超低轨空间基础底座，通过搭
载不同载荷，辅以先进星载智能
处理、星端直连、星间通信技术，
实现空间信息快速、精准获取，服
务于政府、企业甚至个人对于更
高精度、高时效、高可靠空间决策
信息方面的迫切需求，可激发商
业遥感市场巨大潜能，开辟航天
科技进步新赛道，塑造空间信息

产业发展新动能。

看得更清、更快、更懂
超 低 轨 通 遥 一 体 卫 星 星 座 ，

旨在超低轨道发展规模化的即时
智能遥感服务系统，充分发挥距
离近、延时低和路损小等天然优
势，打造以“小而精”“快而智”“多
而廉”为差异化特征的超低轨通
遥一体卫星星座及其应用系统，
孵化直连用户感、传、算一站式服
务的新域新质空间基础设施，建
立面向卫星直连大众用户的数字
经济新业态。

超低轨通遥一体卫星星座总
设计师张楠介绍，超低轨通遥一体
卫星星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是看得更清，空间分辨率将达到
0.5 米；二是看得更快，空间信息 15
分钟内直达用户；三是看得更懂，
通过星上智能处理、星端直连、星
间通信等，省去了地面集中处理数
据环节，实现空间信息直达用户终
端，孵化卫星直接服务于大众的新
型产业生态。

面向未来，超低轨通遥一体卫
星星座建设将分步骤实施，共包括
三个阶段：

在技术与业务验证阶段，完成
超低轨卫星关键技术验证，开展在
轨技术试验与业务验证；2024 年，
完成 9 星组成的业务验证星簇发
射；2025 年，构建即时遥感业务应
用示范系统，提供 1 天级服务响应
能力。

在规模组网阶段，完成行业广
泛应用，形成规模化组网，实现半

小时级响应能力。计划 2030 年，
完成 300 颗星组网运行，提供可见
光、合成孔径雷达、高光谱、红外
多类型全时向遥感服务体系，形成
全球 15 分钟响应能力。

在融合发展阶段，完成业务系
统全面建设，达到全球范围 10 分
钟以内的即时业务响应能力，提供
完整的即时感知服务。

卫星变得更加“智能”
超低轨通遥一体卫星星座的

建设不仅展示了我国在航天领域
的最新实力，也将突破多项关键技
术，提供更多机遇和挑战。据介
绍，卫星将通过星间链路实现多星
协同，如第一颗卫星接收用户需
求，第二颗卫星拍摄所需信息，第
三颗卫星完成智能处理。同时，卫
星还将变得更加“智能”，能够实
现图像数据在轨实时处理与智能
识别，并将结果通过星间链路快速
分发。

面对应急救援领域的需求，超
低轨通遥一体卫星星座可提供高
时效灾情信息，可为应急救援、火
情监测、防灾减灾领域提供有效的
数据和能力支撑，卫星应用服务平
台为用户提供常态化的灾情监测
预警，应急事件发生后，星间传输
和星上智能处理可高效拍摄和提
取关键信息，依托网络直传至车载
或便携终端，在 15 分钟内为一线
处置单元和前线指挥机构提供高
时效的灾区现场影像，高效支撑应
急救援和辅助决策。

■胡喆 谭元斌 宋晨

建设超低轨通遥一体卫星星座，2030年完成300颗星组网运行

形成全球15分钟响应能力
避免“晴空颠簸”有可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