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8多岁的张大爷患有高血压 30 多年

了，血压一直控制得较稳，但就在这个月月

初，张大爷觉得胸闷、喘不上气，还浑身无

力，尤其是一到中午，这种感觉就更加严重。

后来在家人陪同下，张大爷到医院做了心电

图和心脏彩超检查，结果显示是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性心脏病。

上海远大心胸医院宋贺主任介绍，立秋

后早晚凉爽、白天酷热，昼夜温差大，天气潮

湿闷热，气压低，这种一冷一热的气候变化

容易导致血管痉挛、血压波动。 而高血压患

者本身血管的自我调节能力很差，遇到忽热

忽冷地刺激后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能进行快

速调节，一旦发生意外后果更严重。

昼夜温差大，高血压患者易诱发心血管

疾病

申城的“秋老虎”气候早晚清凉、午后

高温暴晒，温差大是高血压患者诱发心血管

疾病的一大原因。 忽凉忽热的气候会使人体

血管时常处于从扩张到相对收缩，又从收缩

到扩张的状态，这对患有高血压的人来说是

一种健康威胁。

高温导致皮肤血管扩张，易引发舒张血

压偏低，大量出汗使血液浓缩，容易诱发冠

心病，特别是老龄患者发生心绞痛，严重时

可突发心梗危及生命。 气温下降又会使血管

收缩，血压升高，心率增快，心脏的负担增

加。 还会使血流缓慢，从而影响冠状动脉的

血液供应，同时使血液黏稠度增高，易于形

成血栓。 因此这段时间是高血压病、冠心病、

心肌梗死、中风等疾病的高发期。

闷热天，高血压患者警惕心梗来袭

宋主任分析，在气温高、气压低的天气，

特别是高温闷热的“秋老虎”时节，空气中

湿度增高、含氧量降低的时候，平时患有高

血压、冠心病的人常常会感觉不适，出现胸

闷、气促、头晕等症状。

高温天气会使人体出汗过多， 血液浓

缩，如果未能及时补充水分，容易形成血栓。

一旦斑块破裂，血栓形成，堵塞血管，可引起

急性心梗发生。 闷热的天气还会使人出现情

绪波动，使人心情烦躁、心火旺盛，这也是诱

发冠心病突发的危险因素，这段时间尤其要

警惕心肌梗死突然来袭。

对此，宋主任建议，夏季经常补水的习

惯在夏秋之交仍要继续坚持，在睡觉前更应

注意补充一些水分，防止睡眠后血流速度下

降及血液浓缩。 中老年高血压患者，还要特

别注意一些身体的危险信号，如半夜突然胸

闷胸痛， 莫名冷汗直流可能是心梗前兆，千

万不能忍到天亮。

以上内容由上海远大心胸医院特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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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民法典中的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共同债务
《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

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被誉为“社会生活

的百科全书”。 这部框架庞大，覆盖广泛

的法典共 7 编、1260 条规定， 为适应社

会发展需要而修改完善了部分内容，其

中婚姻家庭编中所包含的一些亮点引发

热议。 本期小编为您解读关于夫妻共同

财产和共同债务。

不断完善

对“夫妻共同财产”的界定

第一千零六十二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

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劳务报酬；

（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知识产权

的收益；（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

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

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财

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第一千零六十三条 下列财产为夫妻一

方的个人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

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 ；

（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

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

归一方的财产。

与现行婚姻法相比，民法典关于夫妻共同

财产的规定增设了“劳务报酬”和“投资的收

益”。也就是说，除了本职工作的工资收入以外，

如果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如设计、制图、咨询、翻

译、投稿、书画、表演等兼职所得劳务报酬也属于

夫妻共同财产，以夫妻共同财产投资炒股、购房

等获取的投资收益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实务中父母常常帮助小夫妻改善住房，

对于一方父母帮助小夫妻买房而出资的行

为，在法律上属于一种赠与行为，除非父母在

赠与时明确表示赠与己方子女个人， 否则应

当认定是对夫妻二人的赠与， 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离婚时应由双方共同分割。

又如，在父母去世后，子女作为第一顺序

继承人可继承父母的房产。 如果父母生前没

有明确指定该房产由该名子女一人继承，那

么，在该名子女的夫妻关系存续的情况下，所

继承的房产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离婚时应

进行分割。

“共债共签”原则

防止虚假诉讼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 夫妻双方共同签名

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

的债务， 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

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

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不属

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

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

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第一千零八十九条 离婚时，夫妻共同债

务应当共同偿还。 共同财产不足清偿或者财

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

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婚内一方举债，离婚时配偶到底要不要

分担债务”一直是社会热议的话题。如何认定

夫妻共同债务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 需要在

对债权人的保护和对不知情配偶的保护之间

找到一个公平合理的平衡点。 现行《婚姻法》

没有具体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关夫妻债

务的认定，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却对非负债

配偶的利益保护不足。许多案例显示，在离婚

时夫妻一方伙同外人伪造债务， 从而达到变

相侵占共同财产的目的。

2018 年 1 月 18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

问题的解释》施行，明确了夫妻债务“共债共

签”原则。 “共债共签”原则既可防止“假离

婚真逃债”，也可避免夫妻一方在外与他人恶

意串通恶意举债或违法举债。 民法典对这一

原则的确立， 除了保障夫妻双方举债时的知

情权，保护不知情配偶的权利，提高了对夫妻

共同财产保护的等级， 同时也提醒债权人应

增加审慎的义务，在债务人巨额举债时，债权

人也应注意防范自己的债务风险。

对配偶一方

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制裁

第一千零九十二条 夫妻一方隐藏 、转

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

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 在离

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 对该方可以少分或

者不分。 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再次分割夫

妻共同财产。

与现行婚姻法相比，民法典删除了“离婚

时”字眼，意味着婚内任何时候和离婚诉讼期

间，一方有恶意损害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都

将受到制裁， 从而有利于保护财产利益受损

一方的权益。 同时，增加了“挥霍夫妻共同财

产”这一行为，将其列入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新

的表现形式， 有利于惩戒司法实务中常见的

包养“小三”、黄赌毒等损害婚姻关系和夫妻

共同财产的负面行为。 （曹家渡司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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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患者当心 “秋老虎”发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