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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珠海市气象局预报，
预计珠海未来几天炎热持
续，最高气温可达到37℃左
右。市气象局已于昨天9时
40分将全市高温预警信号
升级为橙色，务必关注高温
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
响。

强盛的副热带高压是导

致高温的“元凶”。“副高”主
体控制的区域盛行下沉气
流，天气晴朗，受辐射增温和
下沉增温的共同影响，高温
天气会变得更加显著，再加
上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地
上的人们就仿佛蒸桑拿一般
闷热。

被“副高”控制的地区，

总体呈现出晴朗炎热的天
气，但同时在炎热的午后大
气能量充足，容易出现局地
的强对流天气，也称为“午后
热雷雨”。比如，昨天午后，
广东出现了局地的雷雨天
气，我市斗门和金湾的局部
地区也出现了短时阵雨。

（据“珠海天气”公众号）

我市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可达37℃左右

为何近期天气酷热？

本报讯（记者王晓君）8
月4日，一名驴友在横琴脑
背山中暑急需救援，广医一
院横琴医院与横琴消防救援
大队、森防大队紧密合作，历
经 2 小时 48 分钟，完成救
援。近日持续高温，户外作
业和运动极易导致中暑，专
家提醒市民注意防暑降温。

近日，珠海持续高温，在
户外作业和运动极易中暑，
该如何预防中暑，中暑后如
何应急处置？广医一院横
琴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

郭敏军表示，高温天气可造
成人体的体温调节、水盐代
谢、循环系统等出现一系列
生理功能改变，一旦机体无
法适应，引起正常生理功能
紊乱，则可能造成体温异常
升高，从而导致中暑。

郭敏军提醒，中暑症状
包括全身疲倦乏力、大汗、口
干、注意力不集中、体温升至
37.5℃以上、脉搏加快、血压
下降、恶心、呕吐等。严重时
甚至可能出现高热昏厥、痉
挛等症状。一旦发现中暑症

状，应立即离开高温环境，移
至阴凉通风处安静休息，用
凉水浸湿身体，并喝些含盐
清凉饮料。如果症状严重，
应立即送往医院急救。

为了预防中暑，郭敏军
建议市民备好防晒用具，穿
宽松透气浅色服装；少量多
次饮水，注意补充盐分和矿
物质；准备防暑降温药品；注
意散热，采取物理降温措施；
留意身体状态；避免长时间
待在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
小环境中。

驴友中暑被困横琴脑背山获救

中暑后如何应急处置？

北京时间8月7日8时
09分将迎来立秋节气。要

“立秋”了，这字面上送来的一
丝丝凉意，一时难消炎热的暑
气。节气中的立秋，仍在伏
天，这时的暑热被戏称为“秋
老虎”，有民谚说“立秋反比大
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

立秋并不等于入秋。民
俗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
究员王来华说，就我国大部
分地区来说，立秋只是进入
名义上的秋天，气象学以连
续 5天的日平均气温降到
22摄氏度以下作为秋季开
始，按这个标准，我国很少有
地方会在立秋时马上进入真
正的秋季。

今年的立秋刚好在中伏

和末伏内，各地多少还会热上
一段时间。至于会热多久，要
看气象因素及其变化。好在
毕竟已经立秋，大暑节气期间
的那种热会逐渐变成午热与
早晚凉爽相伴的情形。

立秋是由热转凉的交接
节气，算是拉开了“诗意秋
天”的序幕。古人对立秋情
有独钟，不乏名篇佳作。“秋
宜何处看，试问白云官。暗
入蝉鸣树，微侵蝶绕兰。向
风凉稍动，近日暑犹残……”
唐代诗人司空曙的这首立秋
诗尤为精彩，诗中所描绘的
初秋景象蕴含着凉热交接与
动静皆宜，清雅有趣。

熬过炎炎夏日，人们更
容易产生食欲。因此，立秋

期间的许多民俗也多与饮食
有关，如“贴秋膘”和“啃秋”。

贴秋膘首选“以肉贴
膘”，用吃肉的方法弥补夏日
酷暑给身体带来的“损耗”。
吃炖肉、烤肉、红烧肉、焖肉、
白切肉、粉蒸肉、狮子头……
烹调技法不同，食材却都离
不开肉；“啃秋”则是说在立
秋日里吃西瓜，一个“啃”字，
表达的是人们“啃下酷夏，迎
接秋爽”的美好祈愿。

“贴秋膘可以为我们的
身体提供充足的营养，补元
气、强体力、储动能，提高抵
抗力和免疫力，但要注意合
理膳食和营养均衡，并需与
适量运动相搭配。”王来华提
醒说。 据新华社电

明日“立秋”

“立秋”后还要热多久？

本报讯（记者郑振华）“有了
候车亭，可以为我们在这里等车
遮阳挡雨，还能坐着休息，方便
多了。”8月5日，家住香洲区狮
山街道桃园社区光明街的林叔
开心地说。经过近半个月的有
序施工，光明街公交站迎来“华
丽变身”。

据了解，光明街公交站长期
缺少候车亭和座椅，在此候车的
居民不得不忍受日晒雨淋，严重
影响他们的出行体验。加之站
点周边道路狭窄，行人与单车混
行也增加了安全隐患。为此，有
居民通过12345市民热线反映

情况，希望改善出行条件。
在狮山街道驻点团队的助

推下，桃园社区及时回应居民呼
声，积极与珠海公交集团沟通联
系，共同推动光明街公交站候车
亭改造提升项目落地。经过多
轮协商与现场勘查调研，并结合
居民提出的意见建议及实际需
求，最终敲定了改造提升方案，
并迅速组织施工队伍进场作业。

如今，升级改造后的光明街
公交站，不仅有了遮阳挡雨的候
车亭，还大幅拓宽了候车区域面
积，实现了候车区域与机动车道
的合理分流。

光明街公交站有了候车亭
居民候车不再日晒雨淋

美国研究人员日前在英国
《自然》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结
果发现，鼻等上呼吸道器官是免
疫细胞对入侵病原体进行记忆
的关键“训练场”，这些记忆使免
疫细胞能够抵御未来类似微生
物的攻击。研究结果对上呼吸
道等黏膜疫苗的研发具有重要
意义。

为更好了解上呼吸道中的
免疫细胞如何与病原体相互作
用，美国拉霍亚免疫学研究所等
机构的研究人员每月对约30名
健康成年人进行鼻咽拭子取样，
持续一年多，以观察他们的免疫
细胞群随时间的变化。他们在
这些样本中发现了大量免疫细
胞，包括存在免疫记忆的细胞。

在鼻腔最后端的免疫器官

腺样体中，有一个生发中心。生
发中心是在机体遭遇抗原刺激
发生免疫反应时形成的短暂存
在的组织结构，在免疫组织中充
当“训练营”的角色，是免疫细胞
学习制造有效抗体的场所。

通常认为，只有在急性感染或
免疫期，腺样体的生发中心才会活
跃。但研究人员此次发现，即使参
与者没有报告感到不适，腺样体
的生发中心也会活跃，且所有年
龄段参与者腺样体的生发中心都
是活跃的，颠覆了过去对成年后
腺样体会萎缩失活的认知。

这一发现也对后续研究提
出了挑战，即如果免疫系统在上
呼吸道持续活跃，预先存在的抗
体可能会限制鼻内疫苗的保护
作用。 据新华社电

新研究发现

上呼吸道是人体免疫防御的关键

三磷酸腺苷（ATP）是神经
元存活和功能的关键能量来源，
大脑中的ATP水平是衡量大脑
健康状态的重要指标，ATP
水平低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
征兆。美国研究人员近期提出
一种检测ATP的新技术，将显
著推进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诊
断和干预。

来自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
校区的研究团队近期在《美国化

学学会·核心科学》杂志上发布
论文称，他们利用一种细胞间交
换活动输送荧光传感器的新方
法，得以穿透BBB进行大脑成
像。研究人员将遇到ATP分子
便会发光的荧光传感器封装在
外泌体中。这些外泌体是脑细
胞分泌的一种胞外囊泡，也是细
胞间交流信息的“信使”，能够穿
过BBB并提供ATP水平的实
时成像。 据新华社电

新检测技术可望推进
阿尔茨海默病早期诊断

救援现场。
本报记者

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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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峙岳 摄

改造后的公交站候车亭。本报记者 赵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