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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周，全国多地“热”情高涨，高温预警频

发，屡屡出现人员中暑致脏器衰竭死亡的案例，直接

把“热射病”顶上了热搜榜。能热死人的热射病是个

什么病，它和中暑是什么关系？热射病发生在什么

环境下？能不能预防？炎炎夏日，关于出汗、补充电

解质、服用藿香正气水，人们还有哪些误区？就这些

夏天最“热”的话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

任医师迟骋为大家一一解答。

它是中暑的最高阶 致死率极高
中暑，发病顺序通常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

症中暑，其中重症中暑的最严重状态就是热射病。

先兆中暑，也就是还没到中暑的程度，通常表现为头

晕、恶心、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大汗、口渴等，出现以

上症状有可能预兆会发生中暑。

轻症中暑，表现为上述症状加重，面色红、大量

出汗，体温可上升超过38℃。

而一旦出现重症中暑，患者会出现严重的体温

升高，可以超过40℃，甚至达到42℃，同时会出现意

识障碍（昏迷）、肌肉抽搐、血压下降等症状。如果没

有得到及时的救治，最终会因心、脑、肝、肾等多个脏

器衰竭及肌肉分解（横纹肌溶解），造成死亡。

通俗地讲，中暑的“终极”就是热射病，它实际

上是重症中暑的最严重阶段。它是在高温高湿的

环境下，人体体温调节出现异常导致的疾病。发

生热射病时，人体大脑失去对体温的调节和控制，

体内热量不能通过正常的生理机制散热，从而出

现体温异常增高，导致全身多脏器的功能衰竭，是

死亡率非常高的一类临床疾病，一旦发生，死亡率

可以高达 70%～80%。

出现这些症状 当心中暑“变脸”
从中暑发展到热射病通常有哪些表现？ 一旦

出现头晕、恶心 呕吐、注意力不集中、乏力、大汗、口

渴等症状，就提示我们可能要发生中暑。

这时如果没有及时去休息、补水、降温，就会进

入到轻症中暑阶段，患者通常头晕、恶心、呕吐症状

会进一步地加重，并出现体温升高，部分患者体温可

以升至38℃左右。

此时如果还没有重视，口渴会进一步加重，发展

至重症中暑阶段，如果继续劳动工作，患者会出现腹

痛、晕倒，随之肢体抽搐、昏迷、多脏器功能损害，就

到了最严重的热射病阶段。

热射病为何如此凶险？就拿煮鸡蛋打个比方。

生鸡蛋是一个液态的状态，在给鸡蛋不断地加温后，

它的蛋清和蛋白就变成了固态，这个过程称蛋白质

变性。人体内包括大脑、心脏、肝脏、肾脏等等，所有

的组织、脏器、各种酶都是由蛋白质参与组成的。而

当人体的温度异常增高的时候，这些脏器内的蛋白

质就会像开水煮鸡蛋一样发生变性，一旦变性之后，

这些蛋白质就失去了原有的生理功能，体内的脏器

也就不能执行正常生理功能。所以，热射病会导致

体内多个脏器功能受损和衰竭。加之夏天大量出

汗，丢水的同时丢失大量盐分，这个时候身体极度脱

水，也会加速脏器的衰竭，让病情雪上加霜，因此一

旦发展到这个阶段，死亡率是极高的。

高温高湿环境 都要警惕热射病
人类是恒温动物。正常情况下，人体大脑中有

一个结构叫下丘脑，负责人体的体温调节。有了它，

不管外界温度如何变化，通过神经、体液调节，一年

四季都能将我们的体温保持在36℃～37℃之间。

当外界温度过高时，会通过开放毛孔，加快血流

等方式增加散热降低体温。反之遇到寒冷环境，就

会通过肌肉收缩、激素分泌增加等方式增肌产热，以

保持体温。

但是，如果外界的温度急剧升高，人体体温也会

急剧升高，超出大脑对体温的调节控制能力，一旦失

控，就不能让人体做出一系列诸如出汗、毛孔扩张、

血流增快的改变，来降低体温，此时人体热量就在体

内大量的聚集而出现体温异常升高，甚至出现 40℃
以上超高热，这个时候就很有可能发生热射病。

所以说，热射病的高烧与我们日常发生的高烧

不同，主要区别就在于大脑对体温调节失控了。

中暑并不是夏天的专利，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

也会出现。

身边的很多朋友喜欢蒸桑拿、泡温泉，我们知道

这里的温度都在 40℃左右，同样在这种高温高湿的

环境下，如果蒸泡时间过长，不及时补水，一样会有

热射病的情况发生。专家强调，在这些区域附近，都

会备有饮水机、茶水或白开水等。

四类人更易中暑 身体预警及时处置
目前已进入初伏，天气将更加湿热，专家提

醒，一定要注意祛湿防暑。避免热射病的发生，

重在预防。因此，我们要重视中暑早期症状，在

先兆中暑、轻症中暑时期，出现症状就要及早处

理和就医。

出现中暑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将患者转移到阴

凉通风处，解开患者衣袖、领口，用凉毛巾擦拭患者

四肢皮肤，或者用冰袋冰敷于患者的额头、腋窝、大

腿根等部位，加速降温；用风扇、空调降低环境的温

度；如果患者神志清楚，辅助患者多饮水来补水，最

好是含有盐分的饮品；这些通过物理降温和补水的

方法来纠正轻症中暑简单易行。

长期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工作和锻炼的人群、体

质较差的老人、小孩、孕产妇等人群，容易发生中

暑。专家强调，一旦出现意识障碍、昏迷、呼吸循环

衰竭等危重症状，一定要借助专业医疗手段，立即拨

打 120，并将患者处于仰卧位，解开衣领，移至通风、

阴凉、干燥处，等待救护车的到达。医生通常会采用

开放静脉通道补液、补电解质，冰毯冰帽包裹、胃管

冰盐水灌注，甚至血透净化等多种方式最快速度降

低核心温度，同时给予器官支持治疗，以扭转衰竭脏

器等，全力救治患者生命。

在热射病之前，身体会发出一系列的预警信号，

如果我们能够重视这些信号，是可以避免发生的。

首先，尽可能避免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长时间

的工作、运动或者生活，当室温超过32℃或者室内湿

度超过60%，建议每30分钟休息5～10分钟，同时要

注意补水，劳逸结合；其次，及时补水，特别是含有盐

分的淡盐水；第三，建议清淡饮食，如果摄入过多油

腻、辛辣刺激性食物，加之抽烟喝酒，容易导致湿热

体质，更容易发生中暑；第四，多补充有防暑降温作

用的饮品和时令水果，比如绿豆汤、绿茶、西瓜等；第

五，一旦出现先兆中暑症状，说明身体已经发出预

警，一定要及时休息、补水和降温。

电解质饮料并不适合所有人
要想安然度夏，还有以下关于解暑的小误区我

们要尽量规避。

出汗多是好事？近些年，随着健身热潮，很多人

通过锻炼大量出汗燃脂减重。专家指出，出汗多的

确是是否能够燃脂的一个评判指标，但要注意适度，

成人一个工作日的出汗量的极限是 6升，一旦超过

这个界值，就可能会出现脱水。如果不注意补水，加

之环境高热高湿，极易发生中暑。所以说，出汗不是

越多越好。

此外，电解质饮料成为夏季人们补充微量元素

的优选。不过，老人补充电解质要慎重。市场上销

售的电解质饮料，除了氯化钠，通常还含有钾、维生

素、微量元素等成分。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多有基础

病，比如肾脏疾病，本身就会产生血钾问题，服用电

解质饮料后可能会适得其反，一定要慎重。淡盐水

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是人体重要的电解质之一。

建议缺什么补什么，给予最简单的生理盐水或淡盐

水是最安全的。

值得注意的是，正确服用藿香正气水也很重

要。藿香正气胶囊或藿香正气水有解暑作用，在闷

热天气和出现先兆中暑时，就可以用来预防和缓解

症状。但因其含有酒精，有些人群不适宜服用，因此

在用药前，一定要参照药品说明书。

摘自《北京青年报》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研究人员近

日开发出一种早期诊断帕金森病的

新方法，其观测大脑深处纹状体微结

构的灵敏度比常见的核磁共振更高。

研究人员最近在美国《科学进展》

杂志发表论文说，借助一种称为定量

核磁共振（qMRI）的方法，使用不同的

激发能量拍摄下多张核磁共振图像，

可使对纹状体微结构的探测达到较高

灵敏度。研究人员解释，这正如在不

同颜色的灯光下给同一个对象拍摄照

片，然后合成到一起分析。

据介绍，常规核磁共振扫描大

脑的灵敏度有限，在揭示帕金森病

患者脑内变化方面有时不能满足需

求。而使用这种定量核磁共振分析

大脑深处纹状体的变化，可以达到

此前只有在实验室检查死者脑细胞

时才能实现的灵敏度，从而能更好

地探测帕金森病患者的病情程度，

有助于早期诊断。 摘自《人民日报》

炎热的夏天，在高温与汗水的洗礼之下，这时从

冰箱拿出冷藏过的荔枝，剥开，入口，冰爽、香甜，突然

就让人满血复活！荔枝的美味不容置疑！广东谚语

说，“一啖荔枝三把火”。实际上，除了“上火”，大量食

用荔枝真的会危及生命安全！

据福建省一家医院急诊科统计，在两年内接诊的

“荔枝病”患者达到48例。这些病例的共同特点是，连

续多日进食了大量

荔枝（超过一斤），且多在半夜至清晨突然发病，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低血糖症状，包括昏迷、抽搐、四肢瘫痪

等等，其中一例最后死于呼吸衰竭。

那么，什么是“荔枝病”呢？顾名思义，就是一

种因为荔枝吃多了而发生的疾病。其中的关键病

因在于，荔枝吃多了会导致低血糖，从而引起低血

糖相关的一系列临床表现——例如头晕、心悸、疲

乏无力、面色苍白、皮肤湿冷等等，严重的话甚至会

导致突然昏迷、抽搐、心律失常、血压下降甚至脑部

功能受损等等。

也许读者想问，荔枝不是甜的吗？甜的不是含糖

吗？含糖为什么会让人低血糖呢？越甜的食物，并不一

定会让血糖升得越高。

荔枝的含糖量约

为 16%，其中

大部分为果

糖。果糖进

入人体后，经

消化吸收入

血，需要先在

肝脏和小肠

中经相应的

酶催化并转

化为葡萄糖

等物质，然后

才能再被机

体利用。因为这个过程比较耗时，所以食用果糖后并不

会迅速引起血糖的升高。

另外，荔枝中还含有一种叫“α-亚甲基环丙基

甘氨酸”的物质，实验表明这类物质在体内可以起

到降低血糖的作用。但是研究表明，直接食用荔枝

对治疗糖尿病并没有什么作用，所以糖尿病人看到

荔枝也不要“飘”，依旧要规律服药、限制饮食，做好

科学的血糖管理。

当我们食用大量荔枝时，大量果糖就会经消化道

吸收入血，刺激胰岛素的分泌。胰岛素我们都知道是

发挥降血糖作用的，它可以发出信号，促使细胞从血

液中摄取葡萄糖，进行氧化消耗提供能量（变得精神

有力气），或者是转化为脂肪等物质储存能量（长胖的

源头），进而使血糖降低。

但是血液中的果糖刺激了胰岛素的分泌之后，其

本身却不受胰岛素的调控。如前所述，果糖转化为葡

萄糖入血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其速度跟不上胰岛素降

血糖的速度。所以当大量进食荔枝时（尤其是空腹状

态），就会容易出现低血糖，进而表现出一系列的临床

症状。此外，对于像脑组织这类以葡萄糖为主要供能

物质的器官组织，在低血糖的时候会出现相应的功能

受损，因此荔枝病对于正在发育中的小朋友来说，后

果更为严重。

荔枝到底应该怎么吃呢？首先，尽量避免空腹食

用荔枝。其次，每天吃荔枝最好不要超过 300g（约 10
颗）。最后，吃前记得要洗手。 摘自《北京青年报》

热射病危及生命 并非夏天的专利

“中医的脾胃和西医的脾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

念，西医里脾胃指两个独立的消化道器官，而中医认

为脾胃是‘后天之本’。”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脾胃病科

副主任张喆说，脾胃功能在所有脏腑功能中长期占据

“C位”，古代名医李东垣有言“脾胃内伤，百病由生”。

张喆介绍，从狭义说，脾胃病主要指胃肠道疾病；而

从广义来说，脾胃病涉及所有消化系统疾病。脾胃是人

体健康的“土地”，从它开始还会生成结节病、代谢性疾病、

亚健康状态等。脾胃虚弱会有多种表现，比如食欲不振、

疲惫无力，夏季还可能伴有反酸、腹胀等情况。

夏日里很多人选择冷饮等来降温，这给脾胃带来

不小压力。张喆说，夏季调养脾胃，首先饮食方面应

避免直接服用冷饮。冰镇饮料可以放上十几分钟，等

温度和室温稍微接近后再进行饮用。大量饮用冰啤

酒则可能诱发一系列疾病，包括急性胰腺炎、消化道

出血等，所以夏季应该避免吃这类过凉的食物。

假如吃了凉的食物，如何降低对脾胃造成的伤

害？张喆说，可以采取食补方法。比如吃海鲜时，

可以配一点紫苏或姜茶来纠正寒邪。寒邪一旦侵

入时间较长，会真正损伤脾胃，难以通过食补调整

过来。如果需要使用药品，应根据病人具体表现情

况给予个体化治疗。

“另一方面，夏季阳气外露，脾胃的消化功能变弱，

很多人不想吃饭就是因为脾胃虚弱。这时再吃进不易

消化的食物，就会增加负担，从而造成很多疾病。”中日

友好医院中医肛肠科一部主任王晏美说，夏季饮食要清

淡，推荐食用红豆、薏米、莲子、莲藕、木耳、芡实等食物，

既不伤脾胃，还能健脾祛湿，有利于保养肠道。

王晏美提示，夏季容易肝火旺、心火旺，这时要注

意管理自己的情绪。中医讲“五行”，肝火一旺，脾就

会变虚，比如有些人生气就会不想吃饭。因此，夏季

注意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也是对消化道的一种保护。

摘自《科技日报》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智能系统研究所的科学家将

机器人技术与生物学相结合，为大肠杆菌配备人工组

件，构建出生物混合机器人，未来有望执行抗癌任

务。相关研究刊发于最新一期《科学进展》杂志。

大肠杆菌是多才多艺的“游泳健将”，可在高黏性

液体中游弋，且具有极强的传感能力。过去几十年

里，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进一步增强大肠杆菌“超能

力”的方法，为其配备各式“武器”。

为构建出这款机器人，研究小组将几个纳米脂质

体连接到每个大肠杆菌上，这些球形脂质体外层包裹

着吲哚菁绿（ICG，绿色颗粒），当受到近红外光照射

时，ICG会融化。脂质体的水性核心内则包裹着水溶

性化疗药物分子（DOX）。研究人员还在细菌上附着

了磁性氧化铁纳米颗粒，当暴露在磁场中时，这种磁

性颗粒可以作为微生物高速运动的助推器。连接脂

质体和磁性颗粒与细菌的“绳索”则是一种非常稳定

且难以破坏的链霉亲和素和生物素复合物。

研究人员解释说，一旦这种生物微型机器人集结

在肿瘤所在之处，近红外激光会产生温度达到55℃的

光线，触发脂质体的熔化过程并释放出其内部封闭的

药物。此外，低 pH值或酸性环境也会导致纳米脂质

体破裂，因此药物会自动释放到肿瘤附近。

研究第一作者伯居尔·阿库勒珀格鲁说：“具有医

疗功能的基于细菌的生物混合微型机器人未来或能更

有效地与癌症作斗争。想象一下，我们将这种基于细

菌的微型机器人注射到癌症患者体内，磁铁可精确地

将粒子导向肿瘤。一旦有足够多的微型机器人围绕肿

瘤，我们就用激光照射，触发药物释放。对患者来说，

这种给药方式是微创无痛、毒性最小的，药物会在需要

的地方，而非整个身体内发挥作用。” 摘自《科技日报》

专家支招 夏季科学保养脾胃

俄罗斯研究人员首先发现，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9）基因的多态性变异与幽门螺杆菌感染患者

十二指肠溃疡的发展有关。此外，他们确定了与在俄

罗斯中部人口中这种疾病发展的风险上升相关的特定

遗传标记。

由幽门螺杆菌引起的感染对十二指肠消化性溃疡

发展的影响尤其强烈。感染会引起的胃酸增多和肠道

壁黏液屏障的破坏，在酸性环境中黏膜受损区域的持

续发炎导致溃疡形成。

医学实践表明，部分患者的这一过程进展迅速且

对肠道有深切影响，而在其他患者中，即使在极其不利

的条件下疾病也不会发展。别尔哥罗德国立大学与沙

特费萨尔国王大学成功证明遗传因素在疾病的发展中

起着决定性作用。

研究人员称，他们所获得的数据现在即可用于实

际的胃肠病学、医学遗传学和胃肠病学的教学中。这

项研究中确定的科学事实，极大地扩展了对基质金属

蛋白酶基因在十二指肠溃疡形成中所起作用的理解。

摘自《科技日报》

细菌混合微型机器人可在体内递送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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