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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温冲击40℃，今明后持续炙烤模式

江苏电网最高用电负荷
创历史新高

南京街头树木
“喝”营养液防暑防虫

现代快报讯（记者 卢河燕）热
热热，7月的南京迎来高温天。大
家出行防晒衣、遮阳伞齐齐上阵，
花草树木也经历着高温考验。7
月3日，现代快报记者在南京长江
路、洪武路看到，园林部门正在用
专业设备，给法桐“打点滴”，挂上
营养剂，保护树木安全度夏。

“打点滴”是将营养液输入到
树干中心，树木比较容易吸收，可
以促进树木生长，同时抵抗病菌侵
染，提高树木抗病、抗虫、抗旱能
力。夏天炎热潮湿，容易滋生病虫
害。记者看到，园林部门在易发生
蚜虫的道路行道树上设置了黄色
粘虫带。蚜虫有着非常强的趋黄
性，会向着黄色的地方聚集，利用
这一特性，使用黄色的粘虫带进行
蚜虫的防治，可达到控制虫害数
量、减少虫害发生的效果。

今天 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28~38℃左右
明天 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28~39℃
后天 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28~39℃

今年以来最强高温过程正在影响我国。7月3日，江苏高温橙色预
警信号继续拉响，全省最高气温在徐州睢宁县38.8℃，加上湿度较高，
体感温度高于实际温度。今明后三天，高温还将继续发展增强，沿江及
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将连续冲击38～39℃，7月5日局部地区将可能冲
击40℃。湿热叠加，全省桑拿模式持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警
惕热射病。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卢河燕

南京三日天气

江苏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
橙色预警：预计7月4日，南京、镇
江、常州、扬州、泰州、淮安、盐城、
宿迁、徐州、连云港和南通北部等
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
37℃以上，无锡、苏州和南通南部
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
35～36℃。南京气象发布了苏超
天气预报，5日南京奥体中心附近
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偏南风2～
3级，最高气温可达38～39℃，极
易中暑，请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不仅白天热，晚上也不消停。
苏超足球比赛期间（5日19时—22
时）奥 体 中 心 附 近 气 温 33～
36℃。具体来看，5 日 17 时—20
时气温 34～38℃，20 时—23 时
33～34℃。高温天气下，人体出
汗多，容易脱水。比赛当日，奥体
中心现场将设置免费饮用水供应
点。此外，南京赛区还计划协调增
加医疗点数量和医护人员配备。

不少网友吐槽，现在还没正式
入伏，就已经热成三伏的样子了。
7月3日20时至7月4日20时，全

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沿淮及以
南地区 38℃左右，其他地区 36～
37℃；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
27～28℃，其他地区 26℃左右。
全省偏南风4级左右。

7 月 4 日 20 时至 7 月 5 日 20
时，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沿
淮及以南地区 38～39℃，其他地
区37℃左右；最低温度：沿淮和淮
北地区 28℃左右，其他地区 26～
27℃。全省偏南风4级左右。

7 月 5 日 20 时至 7 月 6 日 20
时，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沿
江及以北地区 38～39℃，其他地
区37℃左右；最低温度：全省27～
28℃。全省偏南风4级左右。

高温闷热天气来袭，建议大家
使用空调等降温设备调节环境温
度，保持室内凉爽，及时补充水分，
外出穿轻便宽松衣物，减少户外剧
烈活动。体温较高时可用冷水进
行物理降温，如果出现头晕、乏力、
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不适症状，
及时使用解暑药品，严重时立即就
医，警惕热射病的发生。

南京市急救中心三天救治65名中暑患者
专家：中暑时不可立刻补充大量水分

发现有人中暑，这样施救专家提醒

近日，南京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全市最高气温升至37℃以上，丝毫没
有“退烧”迹象。现代快报记者从南京市急救中心获悉，今年以来，因高
温中暑拨打120急救电话的患者达到138例，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南
京市急救中心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力保障中暑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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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周开始，我们每天都会
接到十几起中暑急救电话，仅7月
以来，我们就救治了65例因中暑
需要急救的患者，其中不乏热射病
等重症患者。”南京市急救中心调
度科调度长祁鹏介绍。为应对高
温天气带来的急救压力，南京市急
救中心24小时待命。同时，优化
调度流程，确保急救车辆在最短时
间内抵达现场。“遇到中暑患者，我
们会第一时间指导现场人员进行
降温处理，如转移至阴凉通风处、
用湿毛巾擦拭身体等，为后续救治
争取时间。”祁鹏说。

7 月 1 日 14 时 50 分许，一名
游客在中山陵游玩时出现恶心、头
晕、头痛、胸闷乏力等中暑症状。
急救人员闻讯后很快到达现场，给
予降温、吸氧、输液等急救措施后，
迅速送往附近医院进一步治疗。

7月2日10时，栖霞区恒广路
附近一中年男子在高温工作中突
然晕倒在地，工友立即拨打 120
求助。南京市急救中心立即调派
附近救护车前往现场，急救人员
结合临床症状诊断为中暑，经现
场急救处置后，送往附近医院接
受治疗。

图片来源：江苏气象

如果发现身边有人中暑，应
该如何帮助患者进行急救？急
救专家建议参与急救的第一目
击者掌握好评估、搬移、降温、
补水和转送等急救方法。

具体地说，防暑降温工作需
要做足，如果发现身边有人中
暑了，可以结合现场条件，选择
以下一些措施：

评估：评估患者意识状态，
如患者意识清醒，对答切题，询
问患者是否需要帮助。如果发
现大声呼叫患者，患者没有反
应，并出现呼吸、心跳停止的状
况，应及时拨打120。

搬移：如患者意识清醒，需
要帮助，迅速将患者抬到通风、
阴凉、干爽的地方，使其平卧并
解开衣扣、松开衣服，如衣服被
汗水湿透应更换衣服。

降温：可用冷水对患者进行

全身擦浴，然后用扇子扇风或
电扇吹风，加速散热。有条件
的也可用降温毯给予降温。

补水：当患者仍有意识时，
可给予其一些清凉饮料或电解
质饮料，如凉茶或运动饮料。
但千万不可急于为患者补充大
量水分，否则会引起呕吐、腹
痛、恶心等症状。

转送：对于重症中暑患者，
必须立即送医院诊治。搬运患
者时，应用担架运送，千万不能
让患者步行。同时，运送途中
要注意，尽可能地用冷水毛巾
敷于重症中暑患者的颈部、腋
窝及大腿根部，积极进行物理
降温，以保护重症中暑患者的
大脑、心肺等重要脏器。

随着高温天气的持续，南京
市急救中心呼吁广大市民提高
防范意识，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针对近期高发的中暑现象，南
京市急救中心急救专家表示，高温
不仅可能导致中暑，同时也是心脑
血管急症的致病因素之一。根据
病情严重程度，中暑分为三种类
型，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
暑，其中重症中暑又可分为热痉
挛、热衰竭和热射病。热射病是重
症中暑的最严重形式，对人的生命
危害最大，死亡率超过50％，其体
温通常超过40℃。当一个人长时
间处于高温状态时，人体产热和散
热失去平衡，导致体温调节障碍，
汗腺功能衰竭，就可能发生中暑。

如何预防中暑？中暑多见于
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下的人群，
如从事重体力劳动或剧烈运动，也
见于没有重体力劳动的老年人或
儿童、孕妇，体温调节能力和适应

能力差或者有基础疾病者。建议
大家出门做好防暑降温，尽量避免
在烈日下活动，尽可能减少外出活
动。。如果必须外出，一定要做好
防护工作，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
戴太阳镜、涂抹防晒霜。衣服尽量
选用棉、麻、丝类等透气、吸汗的织
物，以免大量出汗时不能及时散
热，引起中暑。

需要提醒的是，防暑避暑切勿
“贪凉”。室内空调温度不宜太低，
特别是有办公室午睡习惯的人群，
温度设定过低增加心肌梗死的风
险；平时怕冷的人，在空调房间内
应适当增添衣物；不要暴饮暴食，
海鲜等性寒的食物少吃；过劳、过
度体育活动，以及情绪过度紧张、
激动、愤怒等，都可使心脏负担加
重，增加心肌耗氧，诱发其他疾病。

120急救现场 通讯员供图

近期中暑高发，其中不乏重症患者

科学防中暑，过分贪凉也不可取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章岑 李
杰 记者 徐红艳）7月3日11时20
分，江苏电网最高用电负荷达到
14996 万千瓦，创历史新高。当
日，江苏风光新能源发电出力达
到6047万千瓦，也突破历史纪录，
成为江苏电网顺利迎峰度夏的重
要支撑。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
与2024年相比，今年江苏迎峰度
夏负荷高峰早到来5天。面对持
续高温的考验，国网江苏省电力
有限公司积极筹措省内外电力资
源，加强重要设备运维，全力确保
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运行、电
力有序供应。

面对高温高负荷的挑战，国网
江苏电力一方面借助已投运的各
类跨省、跨区域输电工程，积极争
取西部、北部区外来电。数据显
示，截至7月3日12时，江苏最大
区外受电规模达2248万千瓦，占
当时全省最高用电负荷 15.8%。
当天，三峡水电送江苏的±500千
伏龙政直流工程今年也首次满功
率运行。

另一方面，作为江苏省内的重
要电源，截至5月底，江苏新能源
装机已超10885万千瓦，占全省装
机比重超过48%。7月3日，江苏
风光新能源发电出力最高6047万
千瓦，占当时全省发电出力比重
为45.5%。

为全面提升电网跨区域能源
调配能力，国网江苏电力于6月底
前按期完成13项迎峰度夏主网工
程建设，累计新增500千伏及以上
输电线路 369.12 公里、变电容量
536万千伏安，有力保障今夏全省
经济社会用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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