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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降水量不足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
多地出现旱情。中央气象台11日发布的预
报显示，未来10天，陕西中南部、华北南
部、黄淮中西部等地降水持续偏少，气温
偏高，旱情将维持和发展。
记者采访了解到，相关省份积极开展

抗旱工作，通过调度水源、抗旱喷防、旱播
育秧等方式，最大限度减小灾害损失，助
力农业稳产丰收。

持续旱情带来不利影响

随着3台水泵同时启动，清澈的河水
顺着管道流入陕西平利县八仙镇韩河村

“干渴”的稻田。“这可是‘救命水’啊！”村
民李秀华看着水流涌入自家稻田，紧皱的
眉头终于舒展开来。今年入春后，八仙镇
降雨量比常年少了近五成，韩河村的部分
农田一度因缺水无法灌溉。

今年以来，受温高雨少影响，华南、华
北、西北、长江中下游以及四川等地干旱
快速发展。

去年秋季以来，广西出现秋冬春连旱
的罕见天气。气象部门统计，2024年11月
到今年4月，广西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
偏少近七成，为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
来同期最少。部分地区出现严重干旱，农
业灌溉用水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作为山西冬小麦的最大产区，运城冬
小麦面积占到全省半数以上。目前，当地
430余万亩小麦正值孕穗灌浆关键期。运
城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苏丽红介绍，3月中
旬以来，全市基本没有出现有效降雨，加
之期间多次出现高温、大风天气，土壤失
墒加剧，对夏粮生产造成不利影响。

国家气候中心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室
正研级高工翟建青介绍，受干旱影响，冀
豫晋陕甘等地灌溉条件不足的麦田长势
偏差，目前大部地区小麦处于开花至灌浆
期，部分没有灌溉条件的小麦灌浆受阻。
广西、四川、云南等地部分水稻移栽进度
较去年偏迟，部分已播春玉米、花生等旱
地作物出现缺苗断垄或幼苗矮小。

多措并举合力抗旱稳生产

为有效应对旱情，各地启动抗旱应急
响应、形成合力，最大限度实现保供保灌，
减少灾害损失，确保农业稳产丰收。

快速响应、多级联动———
在广西受旱较重的武宣县，当地实施

县、乡、村三级联动责任机制，全县上下齐
心抗旱。山西运城市联合气象、水务、应急
等部门，强化沟通会商，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及时发布农业气象灾害预警预报，全
力做好抗旱服务保障工作。

加强调度为旱区“解渴”———
受持续气象干旱影响，长江及大运河

镇江段水位较往年同期显著下降。5月5日
起，江苏镇江谏壁抽水站启动四台机组向
大运河补水，日均补水量达900万立方米。
抽水站管理处副主任徐付祥介绍，此次开
机是近十年来首次在5月启动抗旱补水作
业，较常规排涝季提前近两个月。

陕西省水利部门通过科学实施水量
调度，协调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及时批
复增加陕西抗旱用水指标1 . 43亿立方米，
解决灌区水源短缺、灌溉困难等问题。

因地制宜、科技助力———
广西武宣县农业部门派出农技专家，

因地制宜指导农户采取早稻旱播育秧、旱
地直播等多种方式插秧，抢抓农时开展春
种工作。河南温县农技部门指导农户开展

“一喷三防”、抗旱灌溉，为小麦丰收保驾
护航。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对
于生育期提前的旱地小麦，农技人员指导农

户适时提早收获，并根据情况复播生育期较
短的作物，实现能播尽播，努力扩面积、增产
量。

全力以赴防灾减灾保夏收

据中央气象台中短期预报和国家气
候中心延伸期预测，近期广西的干旱将会
逐步减缓，但陕西、河南、江苏等地的气象
干旱还将持续。

记者采访了解到，各地各部门正及时
评估干旱发展趋势和影响，全面做好防灾
减灾工作，保障夏粮生产。

山西省农业部门动员全省小麦产业
技术专家和基层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查苗情、查墒情，制定精细化的抗旱田管
技术方案，推进技术措施落实到户到田。
同时，指导农户及时中耕划锄保墒，喷施
调节剂增强植株抗旱能力，帮助种植户解
决抗旱难题。

抗旱看天不等天，更需精准应对。陕西
省密切关注旱情动态，按照“精准范围、精准
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要求，动态跟踪
水库蓄水、墒情及需水变化情况，动态优化
水量分配方案，保障用水安全。同时，农业部
门组织农户趁墒播种，开展“以秋补夏”，尽
量减少灾害损失，努力提高粮食单产。

安徽省密切关注旱情发展，加强雨
情、水情、墒情和蓄水监测分析，千方百计
增加有效水源；河南省财政下达资金
5000万元，支持各地迅速开展抗旱浇麦、
保粮稳产工作……各地积极做好防灾减
灾工作，减少旱情影响。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抗旱处处长
王为说，水利部门将持续加强监测预报，
制定完善供水保障方案，科学精准调度相
关流域骨干水工程，全力确保旱区城乡供
水安全和北方小麦主产区抗旱用水需求。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打好抗旱主动仗 助农稳产保丰收
——— 多 地 抗 旱 保 农 一 线 观 察

新华社记者 杨驰 王飞航 刘彤

这是5月10日拍摄的傍晚时分的重庆城市景象（无人机照片）。
重庆以“山城”著称——— “城在山水间、山水在城中”。初夏时节，重庆的山、水、城交相辉映，构成一道道

靓丽的城市风景线。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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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体运动系统中，腰椎如同承上
启下的“枢纽”，承载着身体大部分重量
与活动压力。而腰椎间盘突出症，作为骨
科的常见病症，正以惊人的发病率威胁
着现代人的健康。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
显示，全球约10%的成年人受其困扰，尤
其在长期伏案工作、重体力劳动者群体
中，患病率更是居高不下。
一、腰椎间盘的微观世界与生理功

能
腰椎间盘由髓核、纤维环和软骨终

板构成精密结构。髓核位于中心，富含蛋
白多糖与水分，在身体运动时通过形变
分散压力；纤维环由15—25层同心圆排
列的胶原纤维组成，其抗拉强度达
12MPa，限制髓核过度位移；软骨终板
则像生物滤膜，维持椎间盘代谢平衡。三
者协作，赋予腰椎复杂运动能力，更能缓
冲跳跃、负重时产生的瞬间冲击力，保护
脊髓。
二、病理演变：从退变到突出的全过

程
椎间盘退变是不可逆转的生理过

程，30岁后髓核水分开始以每年1%的速
度流失，纤维环出现裂隙。长期不良姿势

会加速腰椎病变：弯腰驼背时，腰椎间盘
后方压力骤增2—3倍；久坐时，椎间盘
所受压力比站立时高出40%；外伤、肥胖
(BMI>28人群风险增加67%)、妊娠等因
素，会使纤维环破裂，髓核突破屏障，压
迫神经根或马尾神经，引发一系列临床
症状。最新研究表明，遗传因素在早发性
椎间盘突出症(<30岁发病)中贡献率达
40%。
三、多维症状：精准识别疾病信号
1 .疼痛的“三维特征”：典型的腰腿

痛呈现放射性、间歇性和活动相关性。疼
痛从下腰部沿坐骨神经走行放射至下
肢，咳嗽、排便时腹压增加可诱发“闪电
样”剧痛，休息后缓解，活动后复发，夜间
疼痛加剧是其重要特征。

2 .神经功能损害：受压神经根支配
区域出现麻木、感觉减退，严重者足背伸
肌力下降，甚至出现足下垂畸形。马尾神
经受压时，可导致鞍区感觉异常、大小便
功能障碍。

3 .姿势代偿机制：患者常出现腰椎
侧弯、生理性前凸消失等保护性姿势，部
分人跛行，这些体征是机体减轻神经压
迫的自我调节反应。

四、精准诊断：现代医学的“侦查手
段”

诊断需遵循“三结合”原则：
1 .临床查体：直腿抬高试验阳性率

达88%；股神经牵拉试验可检测L2—L4
神经根受压情况。

2 .影像学金标准：MRI能清晰显示
椎间盘T2WI信号改变、突出物与神经
的关系，对软性突出诊断准确率达95%；
CT扫描则在显示钙化、骨性结构方面更
具优势，可有效鉴别椎间盘突出与椎管
狭窄。

3 .功能评估：通过Oswestry功能障
碍指数量化患者日常生活受限程度，为
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五、阶梯化治疗：个性化干预策略
1 .保守治疗的“黄金90天”：80%

的患者可通过非手术治疗缓解症状。
急性期需严格卧床 (推荐俯卧位或仰
卧位屈膝)，配合药物治疗(NSAIDs类
抗炎药联合甲钴胺 )；物理治疗中，三
维牵引可使椎间隙增宽1—2mm，减
轻突出物压迫；核心肌群训练 (如死虫
式、平板支撑 )能增强腰椎稳定性，降
低复发风险。

2 .手术干预指征：经正规保守治疗3
个月无效、出现进行性肌力下降、马尾神
经综合征患者需及时手术。微创椎间孔
镜技术可在局麻下通过7mm切口摘除
突出髓核，术后24小时即可下地；UBE
双通道内镜技术则适用于复杂病例，创
伤小且减压彻底。
六、全周期防护：从预防到康复的科

学管理
1 .预防“五要素”：保持“3个90° ”

坐姿(腰与大腿、大腿与小腿、上臂与前
臂均呈90° )；避免单次久坐超过1小时；
每日进行“腰椎保健操”(猫式伸展、鸟狗
式训练)；控制体重，BMI保持在18 . 5—
23 . 9；注意腰部保暖，寒冷季节可佩戴
护腰。

2 .康复训练进阶：遵循“三阶段康复
计划”：早期(1—2周)进行踝泵运动、直
腿抬高训练；中期(3—6周)开展核心肌
群强化训练；后期(6—12周)逐步恢复正
常活动。研究表明，坚持康复训练的患
者，术后1年优良率达92%。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防治是需要医患
共同参与的“持久战”。通过科学认知、精
准干预与持续防护，守护腰椎健康。正如
脊柱外科领域的经典理念：“保护椎间
盘，就是保护生命的活动半径。”愿各位
都能以正确的方式，书写无“腰”烦恼的
健康人生。
(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骨一

科 蒋利)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然而在生命
的最后阶段，人们往往面临着巨大的痛
苦和心理压力。如何让生命在终点时依
然能感受到温暖与尊严？安宁疗护为我
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念和实践方式。

安宁疗护是一种针对疾病终末期或
老年患者的服务模式，旨在通过控制痛
苦和不适症状，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
方面的照料和人文关怀，帮助患者舒适、
安详、有尊严地离世。它强调尊重生命的
自然过程，不加速也不拖延死亡，而是通
过专业的医疗和护理手段，提升患者的
生命质量，同时为家属提供心理支持和
关怀。安宁疗护并非放弃治疗，而是将治
疗目标从治愈疾病转向缓解症状、减轻
痛苦。它关注的不仅是患者的生理需求，
更重视心理、社会和精神层面的关怀。通
过多学科团队的合作，安宁疗护为患者
和家属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他们在生
命的最后阶段依然能感受到温暖与尊
严。

安宁疗护主要面向疾病终末期或老
年患者，尤其是那些预期寿命有限、无法
治愈且痛苦不堪的患者。根据相关数据，
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21 . 3%，每
年新发癌症患者中约30%的晚期患者需
要安宁疗护。除了癌症患者，心衰、慢性
阻塞性肺病、晚期痴呆等终末期患者也
是安宁疗护的重要服务对象，包括他们
的家属。家属在患者生命末期往往承受

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照护负担，安宁疗
护通过提供心理支持和照护指导，帮助
家属更好地应对这一阶段的挑战。

症状管理是安宁疗护的核心内容之
一。通过专业的医疗评估和治疗手段，安
宁疗护团队通过专业的症状管理，能够
有效控制和缓解患者的疼痛、呼吸困难、
恶心、呕吐等症状，改善他们的生活质
量。让患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不再承受
过多的痛苦折磨，能够更加安详、舒适地
度过余生。同时，医护人员还会通过非药
物手段，如按摩、音乐疗法等，进一步改
善患者的舒适度。

心理健康也是安宁疗护的重要组成
部分。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和医护人员会
与患者进行深入沟通，帮助他们缓解焦
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增强心理韧性。对
于家属而言，安宁疗护团队也会提供全
方位的心理支持和照护指导，让家属在
患者生命末期不再感到无助和迷茫，能
够更加从容地陪伴患者走完最后一程。
并通过对家属开展哀伤辅导，帮助他们
在患者去世后顺利度过哀伤期，重新回
归正常生活。

安宁疗护不仅关注患者和家属的个
体需求，还积极协调社会资源，为他们提
供全面的支持。此外，团队还会组织患者
和家属参与社会活动，增强他们的社会
归属感，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
尊重患者的信仰、文化习俗和精神需求
是安宁疗护的重要特色之一。医护人员
会根据患者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提
供相应的灵性支持，帮助他们在生命的
最后阶段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安宁，让患
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依然能够保持尊
严。

安宁疗护采用“六全”照护模式，即
全人、全心、全家、全队、全社会、全程照
护。这种模式强调从患者的整体需求出
发，通过多学科团队的合作，为患者和家
属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关怀与支持。全
人照护关注患者的生理、心理、社会和精
神需求；全心照护致力于为患者和家属
提供贴心、温暖的服务；全家照护将家属
纳入服务范围，提供心理支持和照护指
导；全队照护依靠多学科团队的专业协
作，共同为患者服务；全社会照护倡导社
会资源的整合与利用，营造关爱生命的

良好氛围；全程照护则贯穿患者生命的
最后阶段，陪伴患者和家属走过每一个
重要时刻。

安宁疗护的推广有助于改变社会对
死亡的传统观念，让人们更加理性地看
待生命的终结。通过为患者和家属提供
温暖的关怀，安宁疗护营造了关爱生命
的良好社会氛围，促进了社会和谐与进
步。让生命的终点充满温暖与尊严，为患
者和家属带来了希望与慰藉。愿每一个
生命在最后阶段都能被温柔以待，愿安
宁之花在世间绽放，让生命的归途不再
孤单，让每一个生命都能优雅谢幕。

(六安世立医院 时英琦)

普通肺炎就像一场“肺部感冒”，但重症肺炎却是
让肺部“溺水”——— 肺泡被炎症和积液淹没，氧气无法
进入血液。此时，人体的血氧水平可能骤降至危险值，
器官因缺氧而衰竭，甚至危及生命。呼吸支持技术就像
为患者临时搭建的“人工肺”，通过外部设备输送氧
气、辅助呼吸，为药物起效和免疫系统“反击”争取时
间。

普通肺炎通常表现为咳嗽、发热和乏力，但重症肺
炎可能导致肺部组织严重受损，肺泡内充满炎性渗出
液，阻碍氧气交换。当血氧饱和度持续低于90%时，患
者可能出现呼吸急促、意识模糊甚至多器官衰竭。此
时，仅依靠常规吸氧难以纠正缺氧，必须通过呼吸支持
技术维持生命体征。现代医学通过高流量氧疗、无创通
气和有创机械通气等分层干预手段，显著降低了重症肺
炎的死亡率。

高流量氧疗：高效供氧技术
高流量氧疗是重症肺炎早期呼吸支持的核心技术之

一。该设备通过加温加湿模块处理氧气，以每分钟40至
60升的流速输送至患者鼻腔。与传统鼻导管吸氧相比，
其高流速气体可有效冲刷呼吸道生理死腔，减少二氧化
碳重复吸入，同时维持气道黏膜湿润。研究显示，对于
血氧饱和度在88%至93%的患者，高流量氧疗可将插管
率降低约25%。但需注意，若患者出现呼吸频率持续超
过30次/分钟或血氧饱和度低于85%，需立即转为无创
或有创通气。

无创正压通气：避免创伤的呼吸辅助
无创正压通气通过面罩或头盔式装置，向患者呼吸

道施加预设压力，帮助肺泡扩张，适用于意识清醒、能
够自主咳痰且血流动力学稳定的患者。例如，一名65岁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肺炎的患者，接受无创通气后，血氧

饱和度从82%升至94%，呼吸频率由35次/分钟降至22次/分钟。但该技术对患
者配合度要求较高，若患者存在大量气道分泌物、频繁呕吐或躁动不安，
可能增加误吸风险，此时需及时切换为有创通气。

有创机械通气：危重症的核心救治手段
有创机械通气是抢救重度呼吸衰竭患者的最终选择。当患者出现呼吸暂

停、深度昏迷或血氧饱和度持续低于80%时，医生会进行气管插管，将呼
吸机管路直接连接至患者气道。现代呼吸机采用压力控制或容量控制模
式，根据实时监测数据自动调整通气参数。例如，在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患者中，采用小潮气量(6-8毫升/千克体重)和适度呼气末正压通气，可减少
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数据显示，新冠重症患者插管后7天内成功脱机的比
例约为50%，14天内可达65%。插管期间需定期吸痰、监测气囊压力，并联
合抗感染治疗促进肺部修复。

呼吸支持技术的协同与进展
重症肺炎的呼吸支持需根据病情动态调整方案。例如，一名患者可能首

日接受高流量氧疗，次日因痰液堵塞转为无创通气，若72小时内仍无改善
则需气管插管。治疗过程中，呼吸治疗师每日通过血气分析结果调整氧浓
度和通气频率，影像科医生则通过胸部CT评估肺部实变范围。近年来，智
能算法已应用于呼吸机参数优化，例如根据患者自主呼吸努力自动调节支
持水平。此外，体外膜肺氧合技术可为心肺功能极差的患者提供临时替
代，但其使用需严格筛选适应症并防范出血、感染等并发症。

科学认知与积极预防
呼吸支持技术虽能挽救生命，但需避免两个极端认知。一是过度恐惧插

管，误认为气管插管等于无法康复。二是盲目依赖技术，忽视早期干预的
重要性。预防重症肺炎需多措并举，65岁以上老年人应定期接种肺炎链球
菌疫苗和流感疫苗。慢性肺部疾病患者需规范使用吸入药物，戒烟并避免
接触粉尘。普通人群若出现发热超过3天且伴呼吸频率大于30次/分钟、静
息状态下血氧饱和度低于94%，应立即就诊。早期使用抗生素、糖皮质激素
和免疫调节治疗可显著降低呼吸衰竭发生率。

从高流量氧疗到有创机械通气，呼吸支持技术为重症肺炎患者构建了多
层次生命支持体系。这些技术的应用需由重症医学团队根据患者个体情况
精准决策，而非简单机械执行。公众应充分认识重症肺炎的凶险性，通过
接种疫苗、控制基础疾病和及时就医降低发病风险，预防始终是代价最
小、效益最高的健康策略。 (合肥京东方医院 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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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当我来到这里，看到她给猪打针的手法那么专业，看到这里土

特产的优良品质，我就知道来对了。”罗艳军笑着说，“我准备扎根
在这里了！我要与他们一起奋斗，闯出一片天地来！”

与罗艳军一样被感动的，还有来自安庆的青年刘正。1988年出
生的刘正，大学学的是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后在合肥一家供应链公司
工作，认识张志菊后，便果断辞职，来到山区与张志菊共同奋斗。
“以前我是她的‘老板’，现在她是我的‘老板’。”刘正告诉记
者，他看中的正是张志菊的韧劲和吃苦耐劳的品质。

罗艳军负责生产，刘正负责销售，目前这两个青年俨然成了张志
菊的“左膀右臂”。而张志菊自己，也在一边学习一边进步。这个初
中辍学的姑娘，硬是靠着自学掌握了电商运营、视频剪辑、冷链物流
等“十八般武艺”。

“张志菊是我们山七镇‘孝文化’的典型代表，她既有孝心又有
上进心，所以我们政府也尽力帮助她，为她争取相关政策支持。”山
七镇宣统委员程义春对张志菊的评价中透着骄傲，“事实证明，这些
年她干得非常不错！带领村民脱贫增收，为助力乡村振兴做出了贡
献。”

从单枪匹马到群雁齐飞，不管是张志菊的创业故事，还是合作社
的成长轨迹都刻录着新时代青年的奋斗密码。每当夜深人静时，张志
菊总会翻开那本记录着心路历程的日记本。从“我为什么这么笨”的
自我诘问，到“再试一次”的坚定誓言，再到“年轻就要奋斗”的豁
然开朗，这个曾被命运推至谷底的姑娘，正用奋斗者的脚步，丈量着
土地的深情。“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永远是农民的女儿。”张
志菊的声音混着山风，“乡村振兴需要千千万万‘新农人’，我想跟
农民朋友们一起，把我们的产品卖得更远。”

“志”在山野 “菊”自盛开

（上接一版）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本届“六安周”构建起“线上+线下”

的立体销售网络：淘宝、抖音等平台的直播日均观看量破10万人次，
知名主播与本地企业代表组成的“皋品推荐官”天团，让六安瓜片、
皖西白鹅羽绒被等产品秒变“网红爆品”。

今年的“六安周”还特别设置了沉浸式文化展区，通过现场文化
长廊，让观众“云游”六安，感受大别山的自然风光和红色文化。
“我们打造这个沉浸式体验区，就是要让上海市民不仅尝到六安的味
道，更能触摸到六安的山水人文。”市文旅局现场负责人介绍说。

专题对接会展现了合作成果：上海市消费帮扶工作平台与六安市
商务局签署合作备忘录，6批次12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合作项
目落地，为两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多年来，公司深化与
六安合作，取得了亮眼的合作成果。2024年六安消费帮扶金额接近1
亿元，总销量超5500吨。”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陆骏
飞表示，下一步，光明集团将发挥自身优势，在产业链延伸、渠道升
级、品牌培育等方面发力，借助上海国际消费中心辐射力，助力六安
产品走向全国。

暮色四合时，上海市民朱荣昌满载而归：手上拎着油菜籽油，布
包里装着山珍特产。“我以前就知道六安的山好水好产品也好，现在
很感谢你们把这么多优质产品带到上海来！”

山海不为远，携手向未来。自2022年5月六安与上海携手开启对
口合作以来，在两地政府的共同推动下，这一跨区域合作机制不断走
深走实，取得了丰硕成果。“从单向展销到双向赋能，‘六安周’活
动的蜕变见证着沪六合作的深化。”市商务局现场负责人表示，将持
续推动六安优质农产品、工业品进入上海。

沪上盈动“皋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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