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25日讯 今天省会长沙

热浪不减，17时的气温高达38.7℃。

今天不仅长沙创下了今年入夏以来

的最高温， 湘中、 湘东部分地区超

39℃的高温也烤得人难受，其中娄底

涟源39.2℃，岳阳汨罗39.1℃。

高温已达轻度热害标准

这几天，我省大部地区的气温

一路上升， 最高气温频频攀上新

高。昨天，全省共有62个县市日最

高气温≥37℃，汨罗、桃江、澧县日

最高气温≥39℃，全省日最高气温

最大值出现在澧县（39.9℃），只差

一点就跃上了40℃大关。

7月19日以来，长沙、衡阳、怀化

等地有34个县（市）高温持续日数已

有五六天，达轻度高温热害标准。此

外， 永州夏旱已致86.33万人受灾，

18.44万人饮水困难。

未来一周高温不会消退

这波高温天气会持续多久呢？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姚蓉分析，由

于前期受副高控制， 后期是大陆高

压控制，全省处在西高东低形势，加

之近期没有明显冷空气影响， 因此

未来一周全省大部依旧以晴热高温

天气为主。

不过， 明后天副高有所东撤，

湘西北湘北云系增多， 部分地区容

易产生阵雨或雷雨天气， 局部还会

有中到大雨。 此外， 受南海偏东风

扰动影响，28～29日湘西、湘南部分

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性降水发生。

本周末， 全省大部分地区又将回到

晴热高温天气。

“未来几天， 长沙基本没有雨

水打扰， 也没有冷空气来搅局，突

破39℃指日可待。” 省气象台台长

黎祖贤提醒大家，要做好打高温持

久战的心理准备。 ■记者 胡信锋

实习生 何珊 周京晶 通讯员 尹婷

热浪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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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下午，长沙马栏山附近的建

筑工地上，一位农民工中暑昏倒，被晒得

滚烫的水泥地面烫伤，10多分钟后才被路

人发现， 经过长沙市马王堆疗养院4个多

小时的紧急抢救，中暑民工才脱离危险。

由于近期高温肆虐， 长沙市中暑病

人增多，各大医院也纷纷启动了“中暑抢

救流程”。

事件：建筑工中暑昏倒被烫伤

魏正高是长沙马栏山某建筑工地的

农民工。24日下午5点多， 他被分派到工

地广场的喷水池边挑石灰，随后就感觉脑

袋发晕。 走出工地， 魏正高突然晕倒了。

“我们发现他时，已没了意识，便立即打了

120。”工友刘力云说，他们将其搀扶到阴

凉处，发现魏正高裸露在外接触地面的皮

肤被地面烫伤，双臂内侧、胸部的皮肤发

红发紫，部分甚至脱落。

“患者的体温更吓人， 高达42℃！是

重度中暑，还被地表高温烫伤。”医生说，

经过四个小时的抢救， 魏正高体温下降

到了38℃，体征才开始慢慢恢复。

出事后，工友们用温度计做了实验。

将一支刻度为50℃的温度计放在工地广

场的烈日下， 不到两分钟就直冲到了

50℃。“达到刻度上限后，还在往上升，估

计不会低于60℃。”

数据：中暑人数同比增加

长沙市120急救中心数据显示，自7月

14日入伏至今，平均每日出车20次，共接

诊昏迷病人200多例，其中大多为中暑者，

人数同比增加。

而随着气温持续攀升， 从7月21日

开始，长沙各大医院纷纷启动了“中暑

抢救流程”。 医院为了随时准备收治危

重中暑病人，开设了绿色通道，并安排

专职医生24小时值班。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文丽娟 徐可薇 陈玲

各大医院启动“中暑抢救”绿色通道

长沙地表温度超60℃，建筑工中暑昏倒后被水泥地烫伤

本报7月25日讯 今日上午11时骄阳

似火， 长沙市袁家岭立交桥桥面被晒得

烫脚。 环卫工人田大姐踮着脚，提着扫帚

一瘸一拐地沿着立交桥走。“鞋底都烤发

烫了，如果不踮着脚行走，鞋底一不小心

就会粘在地面上。”说话间，豆大的汗珠

顺着她的脸颊滑落。

近日， 急剧上升的气温让长沙再次

成为“火炉”。城区地面热浪滚滚，酷暑难

耐。而环卫工人却为了城市保洁，整天穿

梭于城市，在高温中奋战。据了解，长沙

平均每天产生垃圾3000多吨， 最高峰可

产生垃圾3600—3700吨。 全市有一万多

名环卫工人， 记者根据各区环卫部门提

供的数据统计，一周内，全市有将近百名

环卫工人出现中暑症状。

面对高温，环卫部门也采取了调整作

息时间、发放防暑药品等措施。但真正要

让他们轻松，还是希望广大市民不要乱扔

垃圾，珍惜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另外，本

报也呼吁一些有条件的公共场所能为环

卫工人腾出一片清凉地， 让他们在工作

之余能进去歇歇脚。 ■记者 吕菊兰

实习生张婷婷 罗佳 欧阳文敏 邓红丽

高温·呼吁

一周内近百名环卫工中暑

呼吁：市民朋友少扔点垃圾，让他们多歇歇

长沙步行街，环卫工人高先生在烈日下清理

垃圾，汗水湿透了他的后背。 记者 武席同 摄

省气象台台长提醒大家，要做好打高温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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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热浪不减

本报7月25日讯 今天上午8点，长沙

望城区消防中队接到了一工地打来的报

警电话， 说有一个女的晕倒在了塔吊上，

昏迷不醒。 该中队8名消防官兵随即赶至

现场， 此时发白的阳光晒得人无处可躲，

塔吊上的那名妇女趴在狭窄的吊臂上，任

凭下面的人如何呼喊都没任何反应。

“气温迅速上升， 再不把人弄下来，

她的生命安全将很难保证。”在对现场进

行快速勘察后， 消防官兵携带安全绳等

救援装备爬上塔吊实施营救。5分钟后，

消防官兵将妇女从操作平台转移到了吊

框内，安全救回。

“她上去前还吃了一瓶安眠药，很可

能是受了刺激寻短见的。”工友们告诉记

者，这名妇女事发前打牌输了钱，并为此

与人争吵， 这可能就是她做出过激行为

的原因。 ■记者 黄磊 通讯员 王金银

爬塔吊寻短见

居然先被晒晕

7月23日，长沙火车站售

票楼， 外墙装饰工人们顶着

烈阳在工作。 记者 李丹 摄

高温·应对

高温·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