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生简介：
于丽，解放军第九六九联勤保障医

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技术大
校。擅长老年呼吸系统、高血压、糖
尿病、冠心病、肾功能衰竭的综合治
疗，特别是老年危重病患者的急性救
治；危重病床旁血液滤过、血液灌流、

血液滤过吸附、人工肝等杂合式危重症药物中毒、
脓毒症、多脏器功能衰竭的血液净化抢救治疗；热
射病、急救及战创伤休克综合抢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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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普

夏日炎热，光照强烈，出门在外没有防晒措
施容易引起皮肤发红甚至刺痛。专家提醒，面
部发红不一定都是晒伤，也可能是日晒紫外线
刺激引起的玫瑰痤疮，需要经过皮肤科专科医
生面诊，对症治疗。

“玫瑰痤疮是一种常见的、好发于面中部的
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皮肤病，面颊部、鼻部、口周是
最典型的病变部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乔建军介绍，玫瑰痤疮一般
表现为面部皮肤阵发性潮红、持续性红斑、丘疹
脓疱、增生肥大等，面部水肿，皮肤干燥，眼周丘

疹脓疱、眼睑结膜充血等眼部变化也较为常见。
乔建军解释，玫瑰痤疮通常认为与先天遗

传易感性因素、各种理化刺激性因素、天然免疫
功能异常、皮肤角质层屏障功能受损、稳态紊乱
等有关，日晒紫外线、不恰当护肤、冷热刺激、酒
精、蠕形螨虫感染、辛辣刺激性食物、肠道内幽
门螺杆菌繁殖及滥用抗生素或激素等都是常见
的外界刺激因素。

得了玫瑰痤疮怎么办？专家表示，可通过外
用药物进行局部治疗，修复和维持皮肤屏障功
能，也可采用光电物理治疗、手术疗法、注射疗

法、中医药治疗等
方式，同时要避免
烟酒，减少高热
量、高脂肪、刺激
性食物摄入。

“夏季防晒
时最好以物理防晒为主，有些皮肤较敏感或者
皮肤屏障受损的患者，会把玫瑰痤疮误认为是
晒伤，继续涂抹厚厚的防晒霜，这会进一步刺激
损伤的皮肤，加重皮肤不良症状。”乔建军说。

（据新华社 张晓洁）

面部发红可能不是晒伤 夏季需防玫瑰痤疮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 安娜 刘芳

近日，小周因中暑突然呕吐昏迷，被送到医
院抢救时，医生监测他身体的核心温度已达42.3
摄氏度，体内所有的脏器就像在水里“煮”过一
样，出现了肝功能损伤、肾功能损伤，医生诊断其
为热射病。据了解，小周在中午时分进行体育运
动超过2小时，曾出现头晕、心悸等症状，但是并
未及时休息，仍然坚持在烈日下运动，直到当天
下午出现高烧才被同伴发现送往医院。

经医生检查，小周入院时体温高达42.3摄氏
度，出现昏迷、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生命垂危。
经过7天的全力抢救，小周才脱离生命危险。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
入夏以来，该院已经连续收治了 3位热射病患
者，有的患者因病情来势汹汹，伴有全身性癫痫
样发作、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所幸，经全力
抢救，3位患者均已全部脱离生命危险。

据于丽医生介绍，每年酷暑时节，都不乏热
射病病例。热射病是由热损伤因素作用于机体
引起的严重致命性疾病，是指暴露在热环境或
者剧烈运动导致的机体产热与散热失衡，典型
症状就是核心温度升高大于 40摄氏度、中枢神
经系统异常，例如精神状态改变、抽搐或昏迷，
并伴有多器官损伤，严重者危及生命。

“热射病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实际上，热损
伤因素作用于机体，引起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
是有一个由轻及重的连续过程，包括先兆中暑、

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统称为热致疾病。而热
射病则是最为严重的重症中暑，只要在中暑前
期及时处置和治疗，可最大程度地避免热射病
的发生。”于丽医生表示。

高温环境下，如果出现头晕、头疼、四肢无
力、口渴、多汗、心慌、胸闷、注意力不集中、动作
不协调等症状，但体温正常或略有升高，就是先
兆中暑。于丽医生表示，如出现先兆中暑现象，
首先要尽快离开高温、高湿、封闭的环境，然后
到通风阴凉的地方。病情不太重的情况，可以
适量饮用一些清凉的饮料，比如淡盐水、盐茶水
或者含盐的清凉饮料。可以用冷毛巾擦拭降
温，一部分病人症状能得到改善。家里可以备
一些常温绿豆汤，也有解暑降温的效果。

于丽医生解释说，如果先兆中暑没有及时
发现和处理，就会进展到轻症中暑，在先兆中暑
的基础上出现体温明显增高，往往大于 38摄氏
度，伴面色潮红和大量出汗，严重者出现脸色发
白、冒冷汗、站立不稳等虚脱表现。此时，轻症
中暑若得到及时治疗和处理，仍能很快缓解病
情，但如果未引起重视发展到重症中暑，病情就
会急转直下并预后不良。

于丽医生提醒，首先，市民一定要提高对先
兆中暑症状的警惕性，及时识别、避免病情加
重。其次，要注意老人和儿童等相对体弱的特
殊群体，夏季可能衣着严实，甚至因为怕感冒而
不愿意吹空调从而导致中暑，这类人群发病症
状比较“隐蔽”，不易觉察。

于丽医生说，高温高湿的气候因素和高强
度体力活动是导致热射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6
月到 9月是热射病高发的时段。首先要关注天
气变化，尽量避开高温高湿的环境。根据自身

健康程度调整体力活动强度，避免
高温时段进行体能训练，及时去除
妨碍汗液蒸发的装备和衣物，充分
补水，延长运动间歇；并及时中止出现早期症状
的疑似患者继续从事体力活动。“如果发现病人
出现特殊情况，比如已经脑子不清楚，要将病人
挪到阴凉下，把衣服解开，用温水或冷水擦拭身
体，或者用电风扇吹，及时送医。”于丽医生表示。

市民需要注意的是，并非只有在户外作业
的人员是高发人群，一直在室内也有可能“中
招”。在封闭的、温度很高的环境，再加上一些
老年人因患有基础病导致体温散热出现问题，
会出现非劳力性热射病；此外，还有产妇坐月
子时，夏天天气原本闷热再不开窗通风，也容易
发生热射病。

于丽医生提醒市民，一旦出现身体不适症
状，应马上到医院就诊，热射病的早期发现、早
期降温、早期送医院抢救对于挽救生命极为关
键。对热射病来说，预防远比治疗简单有效。
在夏季，特别是在热浪期间，应注意采取保护措
施，降低经典型热射病的发病风险，如待在有空
调的室内，适当使用风扇，勤洗温水澡，减少室
外运动，参加适当社交活动，杜绝孤立生活。此
外，建议家庭成员要定期巡查高龄老人的生活
情况。

热射病：“热”出来的病问题有多严重？
连日来，“热射病”一词频频登上热搜，引发广泛关注。7月24日，呼

和浩特晚报记者从解放军第九六九联勤保障医院了解到，近日,该院成功

救治了多名热射病患者。那么，什么是热射病？热射病有哪些症状？如

何预防热射病？呼和浩特晚报记者邀请到该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于丽，为

你来一一解答。

坚持烈日下运动
男青年入院体温高达42.3摄氏度

先兆中暑“挺一挺”
后果很严重

对热射病来说
预防远比治疗简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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