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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广告

申城将出梅，高温酷暑席卷而来。根据急
诊救治的中暑病例，有氧运动爱好者与机能减
退老年人值得关注：前者多因在户外剧烈运动
中暑，后者则常于室内环境中中招。医生提
醒，中暑绝非小事，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

2022年，一名马拉松选手在赛场上突然
晕倒，紧急送医后被确诊为劳力性热射病，同
时出现急性肾损伤与呼吸循环系统衰竭。一
位独居阿婆，因夏日为省电紧闭门窗、不开空
调，最终被邻居发现昏迷家中，经诊断为典型
性热射病。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

医师周书琴说，快速识别中暑症状是关键。

中暑通常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与重症中
暑三个阶段。先兆中暑时，患者会出现头晕
头痛、口渴多汗、四肢乏力、注意力难以集中
等症状，体温基本正常或略有升高；若未及时
干预，病情易进展为轻症中暑，此时体温会升
至38℃以上，伴随面色潮红、恶心呕吐、皮肤
灼热等表现，部分患者还会出现四肢湿冷、面
色苍白、血压下降等情况。
最危险的重症中暑包含多种类型。热痉

挛表现为四肢肌肉突发痉挛性抽搐；热衰竭
常见于老年人，会出现头晕晕厥、恶心呕吐、
血压下降等症状；而热射病最为凶险，患者体
温超过40℃，并伴有谵妄、昏迷等意识障碍，

极有可能迅速引发多器官衰竭。
一旦发现有人中暑，必须争分夺秒采取

降温措施。首先要迅速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
风处，解开衣物，用湿毛巾擦拭头颈部、腋下、
腹股沟等大血管分布区域，帮助身体散热。
同时，可让患者适量饮用淡盐水或电解质饮
料，补充因大量出汗流失的水分与电解质。
需要特别注意，切勿给昏迷患者喂水，对于意
识障碍者，应将其头部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
误吸造成窒息。若患者症状严重或持续未见
好转，在积极降温的同时，务必立即拨打120
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治疗。
预防中暑才是应对高温的根本之策。夏

季应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若不得不外
出，务必做好防护，比如佩戴遮阳帽，选择宽松
透气的浅色衣物。在室内生活工作时，合理使
用空调、风扇等设备，维持凉爽舒适的环境。

周书琴认为，老年人由于体内水分占比
相对较低、体温感知敏感度差，且多数患有慢
性疾病，相较年轻人中暑风险更高。因此，为
老年人营造适宜的室内温度尤为重要，建议
夏季适当开启空调或电扇，并定期开窗通
风。对于户外工作人群，可佩戴冰袖、携带便
携式风扇，同时注意定时休息、及时补水，大
量出汗后应补充电解质饮品。

本报记者 左妍 通讯员 生星

酷暑天在家也会中暑，患者多为老人

昨天，市民在上海玛雅海滩水公园里
戏水。炎炎夏日，许多市民选择亲水消暑，
乐享夏日清凉。据悉，此次泰国国家旅游
局上海办事处与上海玛雅海滩水公园联合
呈现“泰浪狂欢节”，融合中泰文化、科技互

动与沉浸式体验，打造集狂欢、社交、购物
于一体的夏日现象级打卡地，为年轻潮人、
亲子家庭带来前所未有的水陆狂欢盛宴。

本报记者 陶磊 通讯员 姜辉辉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这个夏天，一批
“长在戈壁上的菜”悄然爆红。民勤沙葱辛香
脆嫩热量低，被称为“沙漠小青葱”，频繁出现
在社交平台上的美食博主推荐与健康食谱
中；兰州百合九年一采、甘润无苦，被称为“百
合中的爱马仕”；还有脆甜耐储的榆中莲花菜
等。这些在“特殊环境孕育出的极致风味”，
成为越来越多家庭餐桌上的“新宠蔬菜”。
近日，叮咚买菜与兰州市七里河区农业

农村局、榆中县农业农村局分别签订了协作
协议，拓展了以“兰州百合”“榆中莲花菜”
等为代表的“戈壁菜”上行通路。同时，甘肃
省内多家蔬菜基地也与叮咚买菜达成直采
合作。通过该系列合作，叮咚买菜预计今年

将从甘肃各地直采30多个种类、价值超
5000万元“戈壁菜”。
“戈壁菜”为何“菜味更浓”“鲜甜可口”？

“天赋异禀”的自然条件是关键原因。西北戈
壁强烈日照、高海拔与昼夜温差，让植物能更
充分地进行光合作用，积累糖分与风味物质；
富硒盐碱土壤为蔬菜赋予底味层次；干燥少
虫的气候，则帮助减少农药使用，使绿色种植
成为可能。因此，兰州百合成为全国唯一的甜
百合，戈壁番茄的糖度高出普通番茄1.5倍，酸
甜平衡、汁水饱满。而沙葱的多酚含量极高，
入口即有扑鼻辛香。这些地理风味的“独一
份”，正借助现代供应链从戈壁沙漠间走进城
市厨房。

很多“吃”也是要靠一代代人传

承的。就拿宝总喜欢的泡饭来说，

肯定是他的家传。在上海，吃泡饭

是有传统的，但现在的小朋友很少

有爱吃的，甚至也没有机会吃，早就

被各种精致点心投喂得舒舒服服。

前两天，川沙的小叔叔喊我去

拿他家自己种的崩瓜，上海本地最

正宗的特产之一。我是特别喜欢

崩瓜的，但家里的小朋友却说：“看

也没看到过，怎么会好吃。”这倒是

实话，不信可以在上海青少年中做

个调查，还有多少中小学生识得崩

瓜，或许很多人连菜瓜、黄金瓜、甜

芦粟是啥滋味都不知道呢。就像

泡饭，在下一代“断层”恐怕是大概

率的事情。

从前，浦东三林的崩瓜、七宝的

黄金瓜、金山亭林的雪瓜、奉贤青皮

绿肉的齐贤蜜瓜，并称为上海的“四

大名瓜”。其中，崩瓜因为对土地和

种植方法都有很高要求，且“异地安家”困

难，属于本地瓜果中的珍品。清同治《上海

县志》记载：“沪郊西瓜以三林塘雪

瓤西瓜为最，味甜、质脆、水多，为西

瓜中上品。”这种瓜外观翠绿、肉质

细嫩、汁多皮薄，稍受外力挤压就容

易崩裂，有“闻雷即崩”之说，所以得

名“崩瓜”。

上海话“崩”“浜”同音，因此，民

间也有把崩瓜写成“浜瓜”的。2013

年“三林崩瓜栽培技艺”被列入第四

批浦东新区非遗名录。已有农科专

家在崇明等地指导移植三林崩瓜

了，但由于产量仍偏少，导致崩瓜的

售价略微偏高，更使得小众瓜的亲

民度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饮

食文化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就像北京人没喝过豆汁、山东

人没吃过煎饼卷大葱、四川人没吃

过抄手，上海人如果没吃过崩瓜，着

实有些遗憾。但反过来想，一个人

不可能尝遍世上所有的美食。舌尖

上留下些许遗憾，生活里的憧憬可能就会更

多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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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水享清凉

“戈壁菜”成为市民餐桌“新宠”

民勤沙葱、兰州百合、榆中莲花菜……

本报讯（记者 马
丹）昨夜，申城天气舞
台上演一场梅雨季节
的盛大“终章”：高温、
大风、雷电、暴雨、冰
雹五重预警接连触
发，梅雨在喧嚣中挥

别舞台。上海中心气象台宣布：上海正转受
副热带高压控制，明天上海正式出梅。紧随
出梅脚步而来的，将是今夏第一轮凶猛的高
温热浪。

气象资料显示，今年6月7日上海入梅，

入梅偏早，前期本市多雨清凉，中期潮湿闷热
并出现高温。尽管出梅也偏早，但是梅雨天
数和常年平均几乎持平。今年梅雨季，降水呈
现分布不均的特点。截至6月27日8时，本市
梅雨量为207.2～351.8毫米，其中崇明站和
奉贤站梅雨量略少，其他站总体偏多；市区梅
雨量292.9毫米，较常年（262.5毫米）偏多一成
以上。
这两天，副热带高压的威力已锋芒初

露。昨天经历了今夏首个酷暑日，徐家汇站
最高气温达到38.5℃。今天一早，气温已显现
出高涨的热情，中午11时徐家汇站的实况气

温站上33.2℃，相比昨天同期的36℃还是“温
柔”了些。气象资料显示，今年6月7日入梅，
梅雨期降水分布不均，市区梅雨量292.9毫
米，较常年偏多一成以上。
然而，梅雨期的清凉已成过往，出梅后

迎头撞上的，是酷热难耐的连续高温。下
周，副热带高压牢牢控场，本市以晴热少雨
天气为主基调。气温更将节节攀升，预计7
月2日至5日前后，极端最高气温将冲击
39～40℃的惊人高位。在上海上百年气象
记录史里面，徐家汇气象站测得的首个40℃
高温出现在2022年7月10日。若这次气温

冲高成功，意味着今年极端高温的出现时间
将大幅提前，其酷烈程度在历史同期中颇为
罕见。

梅雨谢幕，高温登台，幕后真正的“导演”
正是盘踞上空的副热带高压。此高压系统内
部气流下沉，宛如一只巨大无形的“热锅盖”
扣在城市上空，不仅强力驱散云雨，更将太阳
辐射的热量牢牢锁在地面，持续烘烤。当它
稳定控制某一区域，便如同开启了强力外挂
的“热风机”，源源不断制造高温酷热。这“高
温制造机”威力惊人，它长久盘踞，便是此轮
酷暑天气的根本推手。

明天出梅!下周高温接酷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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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