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叠加高温 六招做好夏季防疫
6 月份，全国各地迎来高温天气。而全球疫情依旧没有停下的意思，北京疫情又开始复

燃，高温叠加疫情，如何防疫成了新的难题。

6 月 12 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

张文宏发文表示，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会持续处于“接近零（本土）病例”的状态，而并非

“无病例”，每个人都应该保持生活中的防疫好习惯。目前疫情叠加高温，做好防疫来看这

里。

防疫防中暑带好这些药物

最近，北京持续高温，一张医生脱下防护服后周身湿透的照片迅速走红网络，连日高温

让身着密闭防护服的医务人员和社区工作者更加辛苦。

《柳叶刀 2030 倒计时》报告指出，全球所有地区的人群对极端高温都异常脆弱。高温、

高湿、强辐射天气可使人的体温调节、水盐代谢、循环系统、神经系统、泌尿系统等出现一

系列生理功能改变，一旦机体无法适应，就会造成体温异常升高，导致中暑，防疫防中暑请

带好这些药物。

藿香正气液（水、丸、胶囊）：这四种剂型的作用及药理基本相同。主要有祛暑解毒、

化湿和中之功效。临床凡有外感风寒、内伤湿滞表现为感冒、呕吐、泄泻的患者，均可使用。

十滴水：有祛暑散寒、健胃之功效。主要用于中暑引起的头痛、头晕、恶心、呕吐、胃

肠不适等。长途旅行、高温环境下工作者，可用此药预防中暑。

人丹：具有清热解暑、避秽止呕之功效，是夏日常用防暑成药，主要用于因高温引起的

中暑头痛、急性胃肠炎（呕吐腹痛腹泻）、夏季感冒与水土不服等。

暑症片：具有祛暑解毒、化痰开窍、调和胃肠之功效，多用于中暑昏迷者的急救，苏醒

后即可停药。孕妇忌用。另外，夏桑菊颗粒、下火王颗粒、抗病毒颗粒以及用菊花、金银花

等沸水冲泡代茶饮，对防治夏日感冒、中暑等，均有良好作用。

非必要不要扎堆

保持社交活动距离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提示，在疫情期间，大家应提高防范意识，自觉遵守疫情

防控各项要求，非必要不聚餐、不聚会、不聚集，严防人员扎堆，开展相关活动时尽量保持

1 米以上社交距离。服从单位、社区（村）、公共场所查证、验码、登记、测温等防控措施

管理。

到人多密集场所，或在交谈、候车、等电梯、排队时注意与他人保持至少 1 米以上社

交距离。尽量采用电子支付、扫码等非接触方式付款，近距离接触请随时佩戴口罩。客流较

多时，有序排队等候，避免人员拥挤。

用空调注意开窗通风

每周清洗消毒

天气越来越炎热，空调应该怎么开呢？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表示，正确使用空

调，不会造成室内空气交叉污染。使用空调时要注意开窗通风。

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空调是分体空调，也就是一室一机。刘晓峰说，这种空调使用时，



空气通过空调器在单独的室内自行循环，不存在各居室的交叉污染，所以非常安全。使用分

体空调时，要注意开窗通风；如果关闭窗户，最好打开室内的排风扇，保证室内空气流通；

此外要定期对分体空调进行清洗。有些家庭或办公场所使用一种多联机的空调系统，室外机

通过冷媒管路同时拖带多台室内机，内机之间不存在空气交换，因此也不会造成各个房间空

气交叉污染。使用这种空调，要保持开窗通风，定期对空调进行清洗、清洁。

对于商场、写字楼、医院以及大型宾馆使用的中央空调，刘晓峰说，这种风机盘管加新

风系统的中央空调，使用时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保持全新风运行，并且要关闭回风系统。有些

空调自带空气净化消毒装置，这种空调系统一定要严格的按照产品使用说明来进行操作。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研究员张流波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每

周对出风口、回风口的滤器等部位进行清洗，这很关键。如果在供风的范围内发现有新冠肺

炎的病人或疑似病人，应该及时关闭中央空调，进行消毒，再评估合格以后再使用。

坚持科学佩戴口罩

严防病毒侵袭

养成随身携带口罩的好习惯，夏季高温炎热天气，下列情形还必须佩戴口罩，比如医疗

机构、口岸检疫和出入境、隔离场所等职业暴露人员；到医院就诊、探视陪护人员；患有发

热、咳嗽等症状人员；以及前往人群拥挤、通风不良的室内公共场所；乘坐地铁等公共交通

工具和厢式电梯时。户外可不戴口罩，但要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室内场所（包括会议室）

可不戴口罩，但要保持社交距离，做好消毒和通风。

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

别让病毒入侵

要勤洗手，尤其是就餐及入厕前后、离开医院、外出归来，接触可能被污染的物品后，

要及时用香皂、肥皂或洗手液和流动水洗手，或用手消毒剂消毒。清洁双手前不要用手触碰

口、眼、鼻。咳嗽、打喷嚏时用肘部或纸巾遮掩。不随地吐痰，口鼻分泌物用纸巾包好后弃

置于垃圾箱内。

坚持安全出行

别给病毒可乘之机

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特别是近期与发热、呼吸道传染病患者有过密切接触人员，尽量

不搭乘公共交通，如需乘出租车或网约车出行应佩戴口罩，注意手卫生。如等候的车辆拥挤，

应改乘下一辆车。尽量选择刷卡、扫码等非接触方式充值、购票。遵守公交、地铁等部门防

疫规定，如戴口罩、测体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