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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到

使使用用取取暖暖设设备备时时
应应严严防防低低温温烫烫伤伤

上海的冬天，潮湿、阴冷，没有集中供
暖……除了一身正气之外，居民们是不是
已经备足了各种取暖法宝，并且已经在第
一波寒潮中使用了？新华医院整形科副主
任医师吕开阳特别提醒，取暖器、暖宝宝、
热水袋， 还有老上海人喜欢的汤婆子，可
能都是低温烫伤的隐形杀手。

▲

取暖设备使用需注意方法
上海最为常见的取暖设备， 如果使用不

当，很容易造成低温烫伤。
市场上的远红外线电暖器是许多南方人

家中必不可少的取暖设备。 但“小太阳”式的
取暖器只能照射身体局部， 如果不注意变换
体位，很容易造成局部烫伤。

暖宝宝利用化学原理，撕开包装即可发
热的贴片，贴在身上能抗御风寒、保健热敷，
深受女性、老人等群体喜爱。然而，取暖贴的
发热温度一般在 60 至 70 摄氏度之间，发

热时间为 10 至 12 小时。 在这种温度下，直
接贴在皮肤上很可能造成低温烫伤，应贴在
内衣或袜子上， 并且注意避开皮肤薄的地
方。 长时间使用应定时检查皮肤是否有发
红，这是早期烫伤的症状。 在夜晚睡觉时切
忌使用，人体意识不清，对热度不敏感，容易
受伤。

热水袋字面意思是里面有热水的袋子，
现代热水袋通过电动加热装置将内部的易热
物质加热，免去了装入热水的麻烦，因此电热
水袋和电热饼正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 使
用电热水袋应注意，通电时不离人，不要长期
通电；使用时用毛巾包裹，不要直接接触；入
睡前取出。

老上海人都记得，小时候用得最多的“汤
婆子”，这是一个扁平的铜壶，壶顶上开有一
个注水用的小口，旁边有个纯铜打造的提手。
现在还有不少老上海阿婆们还在用这种古董
级别的取暖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汤
婆子”的时候需注意安全，注水温度最好不要
超过摄氏度，不要贴身使用，防止低温烫伤。

▲

什么是低温烫伤？
新华医院整形科主治医师陈惠平指出低

温烫伤是指身体长时间接触高于 45 摄氏度
的低热物体所引起的慢性烫伤。

最容易低温烫伤的人群是感觉迟钝或睡
得沉的一些人，比如婴幼儿、老人、瘫痪病人
或醉酒者， 紧贴热源的部分皮肤就容易造成
局部烫伤。

低温烫伤一般疼痛感不明显， 仅在皮肤
上出现红肿、水泡、脱皮或者发白的现象，烫
伤的面积不大。 不过，可别小看了低温烫伤。
低温烫伤就如同“温水煮青蛙”，杀伤力可不
小，有的会很严重。 治疗时间甚至长达 2至 4
周。▲

低温烫伤如何处理？
如果居民被低温烫伤，应立即除去热源，

用干净的常温湿毛巾冷敷。 有水疱者，如果水
疱未破，应避免破溃，水疱张力过大者，可用
无菌注射器抽吸疱液。 烫伤严重者在冷敷后
应及时去医院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牙膏、酱油不是处理烫伤

处的良药，易于引起烫伤处感染，增加治疗难
度。

居民一旦发生低温烫伤， 一般都错过了
冷疗的最佳时机，主要是针对创面的处理，可
以使用碘伏进行消毒杀菌，避免伤口感染，同
时外用适量的烫伤膏可以有效止痛并促进伤
口愈合。 如果发现烫伤情况比较严重，甚至需
要手术。▲

两类人群应避免使用皮肤接触类取暖设备
专家特别提醒，合并糖尿病患者和血液

循环障碍患者这两类人群，应尽量避免使用
皮肤接触类取暖设备， 他们对温度缺乏敏
感，很容易烫伤，并且他们的动脉血液供应
不足，皮肤一旦烫伤后发炎感染，伤口极难
愈合。

如果有这类情况的人群一定要使用热水
袋、暖宝宝之类的取暖用品，记得要在外面包
裹一条厚毛巾，每次使用后，记得检查一下皮
肤接触部位有无发红、起水疱等，如果发现有
烫伤，要及时就医治疗。

（周到上海）

市民“健康礼包”发放项目启动
据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消息，

日前，市民“健康礼包”发放项目已经启动，
将向全市 800 多万户常住居民家庭发放《上
海市民健康行为知识读本》 和实用健康工具
“公叉勺”。

据悉，《上海市民健康行为知识读本》由

多领域专家合作编写，对“八不十提倡”的每
一条都进行了科学专业、通俗易懂的解读。 随
读本一同发放的还有公筷公勺创新工具———
“公叉勺”，它兼具勺子和叉子的功能，用餐
时不容易混淆，是分餐的好助手，还有利于沥
除汤水，减少油和盐的摄入量。

今年，本市在读本发放的基础上，进一步
创新形式：打造纸质书、有声书、电子书三位
一体的发布新模式。 读本有声书将在刚刚上
线的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上发布。 读
本电子书将在“上海发布”官方微信公众号
等渠道上线， 供广大市民、 用户免费下载阅

读。
2008 年以来， 上海市政府已连续 13 年

向全市 800多万户常住居民家庭免费发放健
康知识读本和实用健康工具， 累计发放数量
超过 1亿份。

（上海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