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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每升高1℃，心脑血管发病率增加17.3%！
高温来袭，这8件“危险事”千万别做

近期西安连续 40度的高温天气让大家
感受了一把被蒸烤的滋味，出门 5分钟，
流汗 2小时，网友调侃，“我和烤肉之间就
差一把孜然粉了”

6月 17日,西安泾河站地表温度最高达
到了74.1℃。

为什么此轮高温如此凶猛？
近日，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闵裕秋

在中国天气网刊文介绍，此轮高温呈现范
围广、强度强、持续时间长的特点。

北方受大陆高压脊控制持续时间较
长，天空晴朗，光照条件好，太阳辐射增
温迅猛。加上有暖气流加强北上，也使得
气温不断飙升。

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大部地区都将出现
高温，持续时间长达 8天以上，河南周边
最高气温或将超过40℃。

高温来袭，天气晴热暴晒，居民外出
要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老人、
儿童、孕妇、体弱者以及呼吸系统、心脑
血管等疾病患者应避免在午间高温时段外
出。

另外，各地防疫人员也要做好防暑准
备，户外做核酸如出现中暑迹象，应及时
与工作人员沟通，补充生理盐水，尽快转
移至阴凉处，以缓解症状。

气温升高1℃
心脑血管病患者增加17.3%

“每年夏天从 6月开始，心脑血管疾病
就进入了高发期，并且会一直持续到 8月
中旬。既往的统计数字显示，最高气温每
升高1℃，急诊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就会增
加17.3%。”

这一结论来自 2009年《环境与健康》
期刊中的一份《日最高气温与医院心脑血
管疾病急诊人次关系的病例交叉研究》。

该研究收集 2004—2006年北京市某三
级甲等医院急诊科心脑血管疾病资料及相
关的气象资料，分析日最高气温变化对心
脑血管疾病的影响。

结果显示，春、夏季日最高气温每升

高 1℃，心脑血管疾病急诊人次分别增加
17.3%。

高温天气对心脑血管疾病发病有直接
影响，同样还对心脑血管疾病死亡也有影
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
关产品安全所和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的研究人员在 2009年《环境与健康杂志》
刊登《武汉市高温对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
影响》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夏季日最高气温持续≥36℃的时期称
为高温期，其余时间为非高温期。高温期
心脑血管疾病的总平均日死亡数、女性、
男性平均日死亡数均显著高于非高温期。

高温天气
这8件“危险事”别做！
夏季炎热，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

节，心脑血管病人尤其是老年人、有既往
心脏病史以及高血压、高血脂等基础病的
患者，更要多加注意。

有些“危险事”别再做！
1空调房贪凉睡一夜——易致热中风
有人喜欢开着空调盖被睡觉，专家提

醒，室内外温差过大，会使全身毛孔闭
合，体内热量难以散发，还会因脑部血管
迅速收缩而引起脑供血不足，有高血压、
心血管疾病史的人更容易发作“热中风”。

建议室内空调温度不要过低，使用空
调时间不要过长，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超过
5℃。

2一大早去晨练——易致心脑血管意外
夏季早晨 6点前，各种有害物质在空

气中聚集较多，是污染高峰期。而人体新
陈代谢加快，能量消耗大，对氧气和养分
的需求量也明显增加，人体耐受力将受到
很大的挑战。如果早到公园去晨练，容易
发生心脑血管意外。

夏季应尽量避开过早晨练，改为黄昏
时间。

3渴极了猛灌水——严重可致心梗
气温高，身体缺水速度也会加快。但

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
肠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尤
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
等症状，严重的可能导致心梗。

夏天喝水不能太快，要少量多次，每
次100-150毫升即可。

4运动后猛喝冷饮——诱发心梗
如果在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冰饮，会

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
耗氧量加剧，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容易诱
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心梗。

夏季降温要适度，最好采用逐渐降温
的方法，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病史的中老年
人。

5刚吃饱就午睡——易诱发脑梗
高温天，很多人晚上睡不好，午睡半

个小时左右很有好处。但忌餐后即睡。因
为高温导致皮下毛细血管扩张，加上饱餐
后血液涌向消化器官，和大脑争血，此时
入睡便有诱发脑梗的危险。

可以在午餐前小睡 30分钟，或者午餐
后半小时后再睡。

6出汗后洗冷水澡——易形成血栓
气温高，人体温度也高，洗冷水澡这

种突然的冷刺激，不仅会造成外周血管收
缩，血压升高，有时甚至会导致冠状动脉
严重痉挛，斑块破裂，形成血栓，造成急
性心梗，危及生命。

满身大汗的时候，先用毛巾擦干汗，
再去洗澡。如果要冲冷水澡，最好先用冷
水冲四肢，等身体适应后，再冲全身。

7烈日下光膀子——严重可致肾病
不少户外工作者图凉快，光着膀子干

活。但夏季如果长期被紫外线照射，除了
会被晒伤，还会导致水肿，严重者甚至会
引发肾病。

8把水果当正餐——营养不均衡
有人夏天吃饭没胃口，还想减肥，就

把水果当正餐。水果中矿物质和维生素的
含量普遍少于蔬菜，而且多数水果的蛋白
质含量很低，几乎不含人体必需的脂肪酸。

因此，只吃水果远远不能满足人体对
蛋白质和脂肪酸的需求，不能作为正餐。

蚊子就是爱你“香”！研究发现，我们被蚊子“独宠”的原因，
竟与皮脂中的特殊气味分子有关

转眼间又到了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和
奇点糕一样，独得蚊子恩宠，明明大家都坐
在一起，蚊子却偏偏精准定位到了我身上。
这不禁让奇点糕好奇，蚊子到底是根据什么
寻找食物的呢？在蚊子的世界里，我们又有
什么不同呢？

近期，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赵志磊
及其研究团队在《自然》上发表了一项研究
成果[1]，他们发现，人类皮脂中的两种化学
物质（癸醛和十一醛）可以激活蚊子触角中
的特殊嗅小球，从而帮蚊子精准定位人类。

在物种进化的过程中，有的蚊子并非要
吸人血才能活下去，而有的蚊子却逐渐演变
成只叮咬人类的物种，例如今天的主角，遍
布于世界各地的埃及伊蚊（就是我们能看到
的大花蚊子）。

既往研究发现，不同生物散发出的气味

会影响蚊子的口味偏好，但关于人类的气味
为什么会让埃及伊蚊趋之若鹜，以及埃及伊
蚊的嗅觉系统又是如何区分这些味道的，目
前还不清楚。

为了解答以上问题，研究人员先是收集
了人类和动物身上的气味进行分析，然后再
测试埃及伊蚊对这些气味的反应。

为了更好地收集气味，小型的动物被整
只放进收集装置，体型大一点的动物（如绵
羊和狗），需使用25g毛发水浴加热。至于人
身上的味道，则需要一点“自我牺牲”，在几
天不洗澡后，脱光衣服的研究人员要躺在一
个透明的通风袋里，待上2个小时。

气味收集装置
接下来，研究人员开始测试埃及伊蚊的

大脑对这些气味的反应。为了将这一过程
可视化，研究人员利用CRISPR-Cas9在埃及

伊蚊感觉神经元受体上插入了GCaMPf（一
种钙离子荧光蛋白）基因序列。当用双光子
显微镜观察时，研究人员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有哪些神经元在接受气味时被点亮了。

基因编辑后，埃及伊蚊大脑中的荧光反
应

原本，研究人员以为这一过程要调动埃
及伊蚊初级嗅觉脑区的很多嗅小球，可让人
意外的是，只有 3个嗅小球参与了人类和动
物的气味筛选过程。 它们分别是只能被人
类气味激活的嗅小球H，只能被动物气味激
活的嗅小球A，以及可以被人和动物气味同
时激活的嗅小球B，但只有 嗅小球H和嗅小
球B与人类气味相关联。

哪怕后续增加多种人类或动物的气味
样本，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
蚊子的大脑在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区分
人和动物。

不同气味激活的脑区3D展示，绿色：嗅
小球H区域，橙色：嗅小球A区域，蓝色：嗅
小球B区域

随后，研究人员又分析了人类和动物身
上气味的不同之处。

将人类和不同动物皮肤分泌物和表皮
细菌分泌物的成分做了全面检测后，研究人
员发现，人和动物皮肤上携带的气味种类几
乎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主要成分略有不同
[2]。分析显示，与动物相比，人类身上气味
中的长链醛类，如癸醛、十一醛的含量明显
更高，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在漫长的进化中，
人类学会了衣以蔽体，逐渐抛弃了厚厚的皮
毛，把娇嫩的皮肤直接暴露于空气中。为了
保护表皮，人类皮肤会分泌一些特殊的物
质，而前面提到的长链醛类就是这些分泌物
在空气中的氧化产物。

现在人类和动物身上气味的不同之处

找到了，可埃及伊蚊是不是通过这些化学物
质区分人类，还是很让人疑惑。

为了验证这一猜想，研究人员利用人类
身上的11种气味组合稀释，放到埃及伊蚊所
在的装置中后发现，当醛类碳链越长时，嗅
小球H的兴奋性越高。此外，癸醛和十一醛
可以引起嗅小球H强烈而持久的兴奋。这
也说明，蚊子就是根据这些人体特殊的分泌
成分来判断自己面前的生物是不是人类的。

那么是不是我们分泌的癸醛和十一醛
越多，就越能成为埃及伊蚊叮咬的对象呢？

理论上是。但当研究人员人为地将两
种分子的混合物送到风洞中后，随着通入气
味的浓度增加，埃及伊蚊寻找气味的能力呈
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在1/5x浓度时达到
峰值。这说明，两种醛太少或者太多，蚊子
都不喜欢，真正吸引蚊子的都是那些味道刚
刚好的人。

当人类气体浓度达到1 /5x时，蚊子对气
味的跟踪将会达到峰值

根据这个研究结果，吸引蚊子这件事看
来和自己与生俱来的特征有关，受不受蚊子
欢迎，也是要看基因——你是不是那个“味
道刚刚好”的人类。但好在蚊子选择食物的
方式并不复杂：嗅小球H激活，是个人类，嗅
小球A激活，不是人类。

这样一来，科学家们就可以利用这种特
性达到防蚊的效果，比如可以研发一种模拟
动物气味的喷剂，掩盖掉人类的气味，让埃
及伊蚊误以为我们是动物而离开。还有一
种思路是，研发一种以 癸醛和十一醛为诱饵
的诱捕装置，将埃及伊蚊吸引进去。

据悉，该研究团队已经申请了以气味混
合原理为基础的诱捕技术专利，期待在不久
的将来，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有效避开
蚊子的G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