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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出现这些症状就是中暑
合肥市疾控中心专家指出，在高温环境下，如果

出现头昏、头痛、面色潮红、口渴、大量出汗、全身疲
乏、心悸、脉搏快速、注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等症
状，体温升高至38.5℃以上，就要考虑中暑的可能。

中暑易发于年老、体衰、疲劳、肥胖、饮酒、饥饿、
身体状态较差的人群中；有糖尿病、心血管病、甲亢、

发热等疾病的病人容易中暑；环卫工人、交警、建筑
工人和农民等进行夏季室外作业的人群也是中暑易
发人群。

另外服用影响汗腺分泌药物的人群，由于服用这
些药物不利于身体排汗降温，也易导致中暑。

预防：多喝盐水之类含钾饮料
合肥市疾控中心专家建议，在高温天气下应减轻

劳动或运动强度。根据高温天气调整作息时间，避
开一天中气温最高时间段进行户外工作或者运动。
如必须外出，衣服尽量选用透气容易散热的棉、麻、
丝类的织物，要打遮阳伞、戴遮阳帽，涂抹防晒霜，做
好防护工作。

高温天里要保证每天至少喝1.5~2升水。夏季人
体容易缺钾，缺钾使人感到倦怠疲乏，可以多喝一些
盐水之类的含钾饮料。饮食上要清淡，多吃生菜、黄
瓜、西红柿等新鲜蔬菜，多吃桃子、杏、西瓜、甜瓜等水

分含量高的新鲜水果，以及时补充水分。同时保持充
足睡眠，早睡早起。

急救：发生中暑要谨防热射病
一旦出现中暑先兆或轻度中暑，应及时转移至阴

凉、通风处静卧休息，密切观察患者体温、脉搏、呼吸
和血压变化。

可饮用淡盐水、冷西瓜水、绿豆汤等进行补水，同
时服用仁丹、十滴水或藿香正气散等防暑降温药物。

但如果是重症中暑，就可能危及生命。重症中暑
按严重程度依次分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三种，热
射病则是最严重的中暑类型，死亡率高达 60%，是临
床表现最严重、死亡率最高的中暑。

对于出现脱水、循环衰竭、痉挛、高热等症状的重
症中暑病人应及时送到医院进行急救处理，救治重点
是降低体温，纠正体内水、电解质紊乱和酸中毒，积极
防治休克及肺水肿。

结婚九年分居四年，小两口分道扬镳

“中国式离婚”呈现三大新特点
昨日，合肥市庐阳区法院发布今年上半年

离婚案件审理情况，据了解，今年1~6月，离婚
案件呈明显增长趋势，并呈现离婚趋向低龄化、
长期分居将婚姻引向末路、重组家庭“黄昏离”
现象增多等新特点。

据统计，上半年，该院审理离婚和离婚后
财 产 纠 纷 案 件 304 起 ，相 比 同 期 增 长
26.25%，占到全部家事纠纷案件数量的八成
左右。 ▋杨正勇 王鹏 记者 马冰璐

据悉，该院上半年受理的离婚案件中，有相对一
部分起诉离婚理由为长期分居，其中大部分是因为
一方在外打工，夫妻长期分居而导致离婚。婚前感
情基础不牢，结婚时间不长，夫妻如果一方外出打工
或双方不在同一个地方打工，夫妻长期分居生活，感
情就会慢慢变淡，很难经得起冲击。此外，外出务工
人员年收入与在家乡的收入反差强烈，从而导致人
生观、价值观发生变化，一旦生活中有什么波折，极
易导致离婚。

典型案例：
结婚九年分居四年，小两口分道扬镳

今年4月，小英（化名）起诉离婚，称其与丈夫小
吴（化名）系网络相识、恋爱，2008年4月登记结婚，
2010年10月生育一子。两人的婚姻基础并不牢固，婚
前，小英不谙世事，匆匆结婚，婚后，小吴不务正业，并于
2014年外出打工至今，但从未给家人提供过生活费与抚养费，更以各
种理由向小英要钱。为此，小英忍无可忍，希望结束这段婚姻。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英与小吴相恋时都不满二十周岁，双方的
婚姻确实不够成熟，婚后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长达四年的分居生
活也是感情破裂的主因，于是判决准许双方离婚。

特点2：
长期分居将婚姻引向末路

高温驾到，当注意预防中暑

合肥疾控中心专家支招多喝含钾饮料

7月12日入伏，正式开启三伏天模式。高温来
袭，湿度大，人体热量不易散发，容易引起中暑。高
温中暑病例监测网络报告显示，近期合肥市已陆续
出现中暑病例。合肥市疾控中心昨日发布预警称，
随着气温进一步升高，中暑病例可能还会上升，预
防中暑刻不容缓。

▋肖长春 邱向峰 记者 李皖婷

据了解，在庐阳区法院今年1~6月审理的
离婚纠纷案中，当事人年龄呈低龄化趋势明
显，婚龄也逐渐缩短，“闪婚闪离”现象增多。
今年以来，来该院诉讼离婚的当事人中，80
后、90后人群占到六成以上，年龄最小的为24
岁。相较而言，60后、70后诉讼离婚率较低。

该院民一庭法官介绍，80后、90后当事人
在诉状中陈述的离婚理由多为“缺乏了解”、

“对夫妻另一方、孩子不管不问”、“婚内出轨”
等，但因为家庭琐事发生争吵便毅然离婚的年
轻人，以及由于长辈过多参与子女的婚姻生
活，引发夫妻矛盾并走向离婚的也不在少数。

典型案例：
结婚不到两年，90后夫妻闹离婚

今年 2 月，小张（化名）到法院起诉离婚，
诉称其与妻子小青（化名）经人介绍相识相恋,
于 2015 年 6 月登记结婚，同年 7 月举办婚礼，
并于 2016 年 1 月生育一女。因双方婚前未充
分了解，婚后经常为琐事争吵，加之小青父母
百般阻挠双方在一起，双方已长时间分居，且
小青已将两人新房的所有门锁更换，致使小张
无法回家。现小张与小青感情已完全破裂，故
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离婚。

承办法官在此案审理过程中了解到，小张
与小青系自由恋爱，婚后感情较好，双方发生离
婚纠纷的矛盾根源仅仅是小张与小青父亲的一
次争吵。原来，小张与小青结婚后一直随小青
父母居住，孩子也是由小青父母帮助抚养，因
此，两代人的共同生活给夫妻感情带来了严重
影响，最终导致小张在与小青父亲的一次争吵
之后选择了离家出走，并起诉离婚。

庭审过程中，小青表示希望和小张进行和
解。经法官劝导，小张也表示愿意撤诉。

特点1：
80后、90后成离婚“主力”

特点3：
重组家庭“黄昏离”增多

此外，60岁以上人群起诉离婚的人数也呈增长态势，其中，当
事人系再婚重组家庭较多。再婚老人在婚前缺乏充分了解，存在

“资源交换”心理，使婚姻关系建立在感情以外的因素上，一旦双方
在此后的共同生活中发生矛盾，通常不易调解。 此外，双方的婚
姻关系还易受到各自子女的影响。

典型案例：
八旬老人起诉离婚，都是拆迁房惹的祸

今年1月，该院受理一起离婚案件，案件当事人张某（化名）与
刘某（化名）均为八旬老人，两人于2005年登记结婚，均系再婚。

据法庭审理调查得知，张某与刘某于2005年前后经人介绍相
识后登记结婚。张某称，双方结婚后感情尚好，自己也不愿意离
婚，但是 2007 年两人所在地拆迁获得一套安置房，刘某认为该房
是刘某儿子全程办理手续并支付购置款，理应归刘某儿子所有。
而张某认为，该安置房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拆迁安置所得，理应属
于夫妻共同财产，有张某应得的一部分。双方就此发生矛盾，后来
越闹越大，张某无奈之下选择起诉离婚。法院经审理认为，考虑到
双方均年事已高，老两口日常生活起居可以互相照应，互相扶持和
包容，夫妻关系是能够改善的，故此判决不准许双方离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