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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高温天气影响身体健康分析及应对
郝苏娟

（宝鸡市气象局，陕西宝鸡７２１００６）
摘要：用宝鸡市１９７７—２００６年３０ａ７—８月日最高气温、相对湿度等有关气象资料，统计分析
宝鸡市高温天气的气候特征：盛夏高温天气比较集中，严重危害期在７月下旬前后。每年高温天
气不超过１３ｄ，偏重年也不超过４０％。
关键词：高温天气；身体健康；气象条件；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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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正常体温保持在３７ｏＣ左右，人体皮肤
温度保持在３１～３２ｏＣ。人体和外界的热量交换
主要是通过皮肤的传递、对流辐射以及水分蒸
发等方式进行。人感觉最舒适的大气温度为２２
～２４ｏＣ，相对湿度为４０％～５０％为最佳。气温
过高，湿度过大，人体感觉不适，会产生急性
疾病，特别是室外露天作业会更严重。为此，气
象工作者应做好高温天气预报及周到服务，最
大限度地减少高温中暑等急性疾病的发生，保
障人民生命安全。
高温天气发生的种类、标准

诱发盛夏中暑等急性疾病的因素是错综复杂
的，但主要诱因是高温、高湿。从发生中暑等急
性疾病的现场小气候环境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
湿热环境高温天气，即气温高，湿度大，但辐射
热并不强，汗液则不易蒸发。其标准是日最高气
温≥３１ｏＣ（高出皮肤温度）相对湿度≥７０％。另
一类是干热环境高温天气，即烈日炎炎，高气温，
强辐射热及低湿度等特点，环境温度可高出百叶
箱气温１５ｏＣ以上。其标准为日最高气温≥３７ｏＣ
（大于人体体温），相对湿度＜７０％。
高温天气发生的规律及危害

盛夏气温过高，人体散热困难，体温调节受
阻，热量积蓄在体内，导致人感觉头昏、口渴、心

悸、恶心、全身发热，是人体水盐代谢失调，血
液循环发生障碍引起的，严重时会出现热射病、热
痉挛症、热晕眩症及无汗性热衰竭［１］等急性疾病，
危及人的生命。

宝鸡市３０ａ来共发生两类高温天气２２０ｄ，
平均每年７３ｄ，年际变化大，最多年１９８８年、
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９年各１３ｄ，最少发生年为２００１年
仅２ｄ。比较集中的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８—１９９９
年相对偏多，平均每年９３ｄ，其余年偏少。
２１湿热环境高温天气

７—８月共发生１７０ｄ，占总高温天气的７７％，
平均年５６ｄ，最多年是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９年，各１３
ｄ。最少的是２００１年只有１ｄ。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比较集中。高峰期
有间隔１０ａ左右的规律（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８
年）。７、８月差异明显，７月发生９１ｄ，８月发生
７９ｄ。７月最多年是１９８８年１０ｄ，１９９９年９ｄ。主
要集中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８—１９９９年占月总
天数７０％。７月上旬１６ｄ占月值１８％，中旬３３ｄ
占月值３６％，下旬４１ｄ占月值４６％。８月最多年
是１９９６年７ｄ，集中在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４—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及１９９６年，有５ａ没有发
生。８月上旬４６ｄ，占月值５８％；中旬２１ｄ占月
值２７％；下旬１３ｄ占月值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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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热环境高温天气７—８月主要分布为：７月
９—２０日，７月２４日—８月７日。

宝鸡市处于内陆腹地，在秦岭北麓，盛夏多
副热带高压影响。湿热环境下的高温几乎都低于
３７ｏＣ，是高温天气不太严重的地区。但每年仍有
几天高温闷热天气造成严重危害。如神农医院，每
年高温期因高温闷热诱发疾病来院就医、住院人
数急剧上升达３００％。病人多是在田间劳作的农
户，阳光下长时间暴晒的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值
班交警以及长期患有高血压、肾病、结核病、心
脑血管病、肥胖病、糖尿病等体弱多病的中老年
人［２］。温度过高，持续天数越多，此类病人住院越
多，个别严重且就医不及时者还会有生命危险。
２２干热环境高温天气

７—８月３０ａ共发生干热高温天气５０ｄ。平均
每年１７ｄ，占高温天气２３％。最多年１９７７年有
１０ｄ，２００２年有８ｄ，有１３ａ没有发生，１９９０年
前很少发生，以后１２ａ皆有发生。７月干热天气
上旬９ｄ，占月值２３％；中旬１８ｄ，占月值４１％；
下旬１２ｄ，占月值３６％。主要分布在１９９０—１９９１
年、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８月干热天
气上旬８ｄ占月值７３％；中旬２ｄ占月值１８％；下
旬１ｄ占月值９％。主要分布在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７年、
２００２年。

干热环境高温天气７—８月分布时段：７月
４—５日，１１—１３日，１８—１９日，２４—２５日，８月
３—５日。综合看高温天气集中期：７月１７日—８
月５日２０ｄ内。特别是伏旱期高温天气更为突
出，如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１日最高气温为４０１ｏＣ，
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２日最高气温为４０９ｏＣ，风速＜
２０ｍ燉ｓ的微风，相对湿度在５０％左右。
露天作业的人长时间烈日高温照射，人体大

脑中枢神经系统会出现抑制状态，致使神经衰
弱，出现各类恶心、昏迷等日射病症状。极端
高温对在烈日下作业的人员危害相当严重。陕
西省第七建建筑公司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２日工地有
２０余名建筑工人，在４０ｏＣ以上的烈日下作业，
下午先后有１３人出现中暑症状，其中８人住院
治疗。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下还会引发日光性皮
炎、丘疹、荨麻疹、接触性皮炎等疾病。

高温天气预防措施
３１防重于治

中暑是在高温环境下人体体温调节功能紊乱
而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障碍为主要表
现的急性疾病。除了高温、烈日曝晒外，工作强
度过大、时间过长、睡眠不足、过度疲劳等均为
常见的诱因。及时了解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好劳
动、生活、休息时间。晴天最热时段是１３—１７时，
室外作业应尽力避开此段时间，安排早晚上班，并
保证足够睡眠和午休，可减轻高温危害。
３２做好劳动保护

改善作业区小气候环境、搭凉棚、通风降温；
露天作业戴好宽沿帽，防止太阳直射头部，着装
透气型长袖衫和长裤防止紫外线照射和热辐射；
高温作业者应多喝盐开水、绿豆汤、茶水，及时
补充体内水分和盐分的消耗；备足各种防暑药，以
防急用。
３３出行躲避烈日

夏日出门要备好防晒用具，最好不要在１１—
１７时烈日下行走，必须外出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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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充足的水和饮料。此外，在炎热的夏季，防
暑降温药品，如十滴水、仁丹、风油精等要备在
身边，以防应急之用。外出时的衣服尽量选用棉、
麻、丝类的织物，应少穿化纤品类服装，以免大
量出汗时不能及时散热，引起中暑。
３４盛夏季节中暑等急性疾病发生

轻症中暑时，先迅速撤离引起中暑的高温环
境，选择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并多饮用一些含
盐分的清凉饮料。还可以在额部涂抹清凉油、风
油精等，或服用人丹、十滴水、藿香正气水等中
药。如果出现血压降低、虚脱时应立即平卧，及
时送医院静脉滴注盐水。对于重症中暑者要立即
从高温环境中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并迅速将其送
至医院采取综合救治。
小结
４１高温天气的危害不少，诱发中暑等急性疾
病。依循气候规律，防重于治很关键。
４２宝鸡市的两类高温天气有不同特点：①湿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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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次雷击现象谈高层建筑直击雷防护
赵东，张朝临，姚东升
（陕西省防雷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通过对滚球法原理的诠释和一次雷击事故分析，阐述了确定接闪器保护范围时，应按照
接闪器高度小于和大于相应滚球半径时分别采用计算和画图方法以及用屋面避雷针和避雷带组
合保护屋面设施时，避雷针高度的确定方法，提出高度超过６０ｍ的高层建筑防直击雷应采用将屋
面避雷带设置为等于或超出屋沿的垂直边缘或避雷短针和避雷带混合组成接闪器的保护措施。
关键词：滚球法；雷击；高层建筑；防护
中图分类号：ＴＭ８６５ 文献标识码：Ｂ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
９５）［１］规定１０层及以上的居住建筑（包括首层设
置商业服务网点的住宅）和建筑高度超过２４ｍ
的公共建筑为高层建筑。目前，高层建筑及其屋
面设施采取的防直击雷措施是按照《建筑物防雷
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７－９４）［２］的要求，在建筑物屋
角、屋脊、屋檐和脊角等易受雷击的部位以及屋
面设施的附近敷设避雷针、避雷带或混合组成的
接闪器。实际工作中，由于高层建筑的高度、屋
面结构、屋面形式及周围环境各不相同，接闪器
布设的形式、位置、高度会使其保护范围产生很
大的差异，雷击高层建筑物的现象时有发生。本
文以滚球法原理对一次典型雷击事故分析，探讨
高层建筑直击雷防护。
滚球法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规定用滚球法确定接
闪器保护范围，工作原理：当一个半径牎牜的球体

任意滚动时，只触及接闪器（包括被利用作为接
闪器的金属物）或只触及接闪器和地面（包括与
大地接触并能承受雷击的金属物），而不触及需要
保护的部位时，则该部分得到接闪器的保护。

滚球半径牎牜按第一、二、三类防雷建筑物分
别取３０ｍ、４５ｍ、６０ｍ，根据雷击的电气－几何
模型牎牜＝１０爤０６５，第一、二、三类防雷建筑物对应
的雷电流分别是５４ｋＡ、１０１ｋＡ、１５８ｋＡ，可
以看出，滚球半径和雷电流强度呈正比。滚球半
径越大，同一接闪器保护范围也越大，也就是说，
某接闪器按照一定滚球半径得到的保护范围如果
能够满足某建筑物的防护要求，则该接闪器的保
护范围能够满足超过该滚球半径对应雷电流强度
雷电的防护需要。

用滚球法确定避雷带保护范围时，避雷带的
高度小于滚球半径时，可以将避雷带视为多个独
立避雷针，直接依文献［２］公式计算避雷带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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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高温天气”的高温几乎都低于３７ｏＣ，有防
则危害减轻；②强高温期即干热环境高温天气主
要分布在７月１７日—８月５日，特别是７月下旬
伏旱期，应特别关注。
４３宝鸡市高温天气３０ａ中偏弱、中等、偏强年
份各占三分之一，偏强年有备则无大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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