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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落水人员——尤其
是不会游泳的群体来说，

“救命稻草”往往是身边触
手可及的东西，哪怕是一根
树枝、一个纸盒、一个塑料
瓶……可哪些生活物品真
正能派得上用场？

实验在兴宁东路北侧
的中塘河里展开。一名消
防员进入水中，模拟不会
水的市民意外落水发生险
情。岸上的消防员先将一
个大号矿泉水空瓶（4.5升）
扔到其面前。正在挣扎的

“落水人员”一把抓住水
桶，抱在胸前。5 秒钟过
后，“落水人员”身体不再
下沉。

从现场看，虽然该“落
水人员”的脖子部位一直被

河水浸没，上下浮沉，但至
少身体维持了平衡，没有下
沉的迹象。

随后，实验人员往河
里扔了一个篮球。这一
次，“落水人员”依然抱住
篮球后放在自己面前，短
暂的混乱过后，借助篮球
的浮力，他稳定浸泡在水
中，没有下沉。

接下来“上场”的是泡
沫箱。几次尝试后，“落水
人员”终于抓住了泡沫箱，
虽然河水很快漫进箱内，但
借助其浮力，他依然可以稳
定浮在水中，而且似乎比前
两种方式更加稳妥。“落水
人员”将泡沫箱翻了过去，
口子朝下，一样能起到稳定
漂浮在河水中的效果。

篮球、泡沫箱、矿泉水瓶

有人落水有人落水？？莫慌莫慌
这些身边常见物品能这些身边常见物品能““救命救命””

夏季高温，溺水事件多发。如何正
确自救和施救，是许多市民关注的话题
——尤其是在专业救援人员到来之前，
利用这一“窗口期”争取时间极其重要。
7月 17日上午，宁波市消防救援支队特
勤大队在城区内河展开模拟实验，许多
路过市民近距离“围观”。

科学施救，
惊慌莽撞都要不得

据媒体报道，今年6月16日，
山东济宁一名女子意外落水。过
路市民郭先生注意到路边一辆三
轮车上放着一个塑料水桶，于是
他抱着水桶小心翼翼地下河，成
功游到落水女子身边。之后，他
带着落水女子慢慢向岸边游去。
最终在其他市民的协助下，两人
成功上岸。

从这起案例来看，“首功”得
归于这个塑料桶——对于这类
可漂浮的物体来说，体积越大，
浮力越大。以上实验中的泡沫
箱，乃至常见的水盆、轮胎……
都有起到救援的作用。此外，除
了过路市民的热心施救，落水市
民的不急不躁、配合救援，也是
重要因素。

“一些人最典型的错误做法，
就是双手伸出水面，拼命挥舞，嘴
里喊‘救命’……”余雪阳表示，这
样只会加速体力消耗，导致更快
下沉。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让头
部自然后仰，使口鼻露出水面，身
体像“大字”一样舒展，四肢自然
下垂或轻轻划水，利用水的浮力
支撑身体。

无论如何，对落水者和施救
者来说，过度惊慌和鲁莽施救，都
是要不得的。消防部门在此提
醒：如果没有救生圈等专业的救
援设备，可以因地制宜，及时发现
身边的一些有浮力的生活物品，
通过长绳、长杆等投送到落水人
员身边，展开施救。同时，第一时
间报警求助。
记者 马涛 通讯员 石诗雯 骆承

以上三种都是生活中
常见的物品——通过实验
可以看出，如果这些物品

“趁手”，是可以起到自救和
施救的效果的。但事实上，
即便岸上有人抛掷救援物
品，由于落水人员很紧张，
想要第一时间抓取，并通过
保持身体平衡来实现稳定
浮在水中，也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

比如，大号矿泉水瓶浮
力很大，足以使落水人员的
头部和上半身浮出水面，保
持相对安全的状态，但缺点
是外表光滑，在水中不易拾
取。篮球的浮力足够让一
个成年人面部浮在水面上，
然而，篮球在水中滚动性
强，不易被落水人员准确抓
取，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和精
力去稳定地抱住它。

相比之下，泡沫箱的漂
浮效果更好，但因为自重较
轻，救援时也会遇到一些问
题——比如在有风的情况
下，如何将泡沫箱扔到落水
人员面前，也是一个难题。
不过，消防员介绍了一个应
变技巧：可以在箱内放入适
量泥土或者灌水承重，扔到
落水者或者借助其他工具
推到其身边。

此外，将多个普通矿泉
水瓶用绳子捆系，通过浮力
的叠加，也能起到施救之
效。“如果一个成年人想浮
出水面的话，需要保证50牛
顿的浮力。一个矿泉水瓶
浮力为10牛顿，只要叠加5
个就可以保证不会下沉。”
宁波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
大队特勤一站班长余雪阳
介绍。

实验准备：作为水域救援专业队
伍，特勤大队准备了日常生活中一些
常见的物品：包括矿泉水瓶、篮球、泡
沫箱，以便于进行救援实验。

实验目的：测试矿泉水瓶、篮球、
泡沫箱等物品，在水上救援过程中，
能起到多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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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员演示消防员演示：：矿泉水瓶系在一起矿泉水瓶系在一起，，越多越好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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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宁波持续高温，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
诊室已收治了不少中暑患者。

7月 17日 10点 30分，气温将
近40℃。做完道路保洁的环卫工
人伍大姐，来到位于海曙区南苑街
与鄞奉路交叉口附近，这里摆了两
个保温桶，一个是红色，一个是蓝
色，中间放着一次性杯子。何大姐
取过杯子，从右边的蓝色桶里接过
一杯咖啡，喝完又从左边的桶里接
了一杯花茶。

伍大姐说，这两个保温桶从去
年就有了，是旁边一家爱心企业设
置的，保温桶里装着精心调制的冰
咖啡与花茶，他们忙完了或者累了，
就过来喝一杯，提神又解渴。

说话间，又有一名戴着安全帽
的师傅也赶了过来，从桶里接了一
杯咖啡喝了起来。“我在旁边的工地
做零工，中午吃饭顺路赶过来喝一
杯免费的爱心咖啡，这一家企业的
老板心真好，我们打心眼里感谢
他。”他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茶桶边有一
块牌子，上面写着：仅提供给环卫工
人和烈日下户外工作者！每日提供

饮品随机，小小心意，口味不同请勿
嫌弃，请勿自带容器打包，空杯请投
入垃圾箱，感谢配合！落款是宁波
贝欧卡商贸有限公司。

据公开信息显示，宁波贝欧卡
商贸有限公司创办于2001年，是一
家集进口咖啡设备、高端厨房设备、
整体水吧台设计并制作、各类咖啡、
饮品研发制作培训、展会茶歇会服
务举办等一站式服务商。

宁波贝欧卡商贸有限公司负责
人叶斌告诉记者，给环卫工人与户外
工作者高温天提供免费咖啡与茶饮，
都是举手之劳的小事，也是企业回报
社会尽一份责任，只要公司展厅还在
这儿，这个善举就会进行下去。

记者从市容环卫部门获悉，宁
波全市有近28000名环卫工人。这
些年，关爱环卫工人的气氛也越来
越浓，特别是在酷暑与严寒等极端
天气，社会各界都会自发给环卫工
人献出一份关爱，用行动书写宁波
大爱之城的“金名片”。

记者 边城雨

7月17日12点50分，宁波电网
全社会最高负荷达2230.69万千瓦，
创历史新高。这一数据比去年8月9
日的最高值——2139.59万千瓦，增
长了4.26%。

为啥用电这么“猛”？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宁波

经济发展稳中有进，企业生产用电需
求持续增加；另一方面，近期高温闷
热，降温设备用得更频繁，推高了用
电负荷。

面对高温和用电激增的双重考
验，国网宁波供电公司拿出了一整套
保障供电措施。

目前已完成88项迎峰度夏重点
工程，如500千伏杭湾变电站新建、
河姆变电站扩建等项目都按期投用，
增强了中北部、北仑西部等区域的供
电能力。同时，还投用了北仑电厂、
宁海抽蓄电站等一批发电项目。

国网宁波供电公司还开展了停

电应急演练，检验极端天气下电网能
不能扛住、抢修能不能跟上。截至目
前，67支、1000多人应急抢修队随时
待命，排水泵、发电机、无人机等应急
设备，人员和物资都已备齐。

记者 林微微
通讯员 王幕宾 王静怡

2230.69万千瓦！
宁波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

高温持续“烤”验
急诊室里中暑患者明显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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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持续高温，中暑风险陡增。
“中暑根据症状轻重可分为先兆中
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先兆中暑
表现为头晕、头痛、口渴、多汗、四肢
无力发酸、注意力不集中等；轻症中
暑者体温往往在38℃以上，除上述症
状外，还可能出现面色潮红、大量出
汗、皮肤灼热，或出现四肢湿冷、面色
苍白等情况；重症中暑包括热痉挛、
热衰竭和热射病，可出现高热、无汗、
昏迷、抽搐等症状，如不及时救治会
危及生命。”贺鹤群介绍。

贺鹤群建议广大市民这样预防

中暑：首先要避免在高温时段（上午
10点至下午4点）长时间户外活动或
作业，外出时要做好防晒措施，穿宽
松透气的浅色衣物，佩戴遮阳帽。其
次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可饮用
淡盐水或运动饮料，少量多次饮用，
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此外，保证充
足睡眠、饮食清淡易消化，也有助于
提高身体对高温的耐受能力。如果
患者出现高热、无汗、昏迷等重症中
暑表现，应立即拨打120送医，切勿
延误救治时机。

记者 任诗妤 通讯员 庞赟

中暑防治有讲究，这些方法要记牢

与陈女士相比，52岁的建筑工人
张先生的中暑情况更为严重。一日
午后，他在户外工地作业数小时，其
间仅靠两瓶矿泉水补充水分。下午4
点左右，张先生开始出现头晕症状，
随后发生间断性四肢抽搐，同时伴有
胸闷、出冷汗等情况。

被工友送到当地医院后，检查显
示张先生的血压偏低，肌酐值高达
452umol/L（正常成年男性肌酐值约
为57-111umol/L），提示出现急性肾
功能衰竭，随后紧急转至宁波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急诊团队判断其为重症
中暑、热衰竭，立即启动重症中暑救治
预案，给予大量补液、纠正电解质紊乱
等治疗。经过5天的抢救，张先生的肌
酐水平降至107umol/L，肾功能逐步
恢复，目前已脱离危险，好转出院。

“户外高温下作业、大量出汗、水
电解质补充不足，是导致重症中暑的
重要因素。”贺鹤群强调，高温环境下
人体大量出汗，不仅会导致脱水，还
会造成电解质失衡，严重时会引发多
器官功能损伤，甚至危及生命。

户外作业数小时，男子遭遇肾损伤

45岁的陈女士，是一家企业的行
政人员，平时主要在有空调的办公区
工作。上周，因车间赶工需要临时支
援，她在没有空调的车间内连续工作
了3小时。据同事回忆，当时车间内
机器运转产生大量热量，通风条件较
差，体感温度超过40℃。下午3点左
右，陈女士突然出现意识模糊，随即
倒地并伴随肢体抽搐，额头滚烫。同
事立即拨打了120，将她送往宁波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

接诊医生测量发现，陈女士体温
高达 38.7℃，结合其工作环境和症
状，初步判断为中暑。入院后，医院

迅速为其完善头颅CT、磁共振、脑电
图以及脑脊液、血液等相关检查，排
除了其他脑部疾病。治疗团队立即
采取物理降温、静脉补液、镇静等对
症支持治疗，经过9天的精心照料，
陈女士各项指标逐渐恢复正常，目前
已好转出院。

该院急诊科主任贺鹤群表示，陈女
士长期在舒适环境工作，突然进入高温
高湿环境，身体调节机制未能及时适
应，这是导致中暑的主要原因。“即使是
身体素质较好的正常人，在极端环境
下也可能出现中暑，办公族尤其要警惕
临时进入高温环境时的健康风险。”

车间闷热，45岁办公族倒地抽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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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宁波这家爱心企业
免费给环卫工人提供茶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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