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

6

·新闻·新闻
2020.10.14 星期三 责任编辑：陈宏/版面设计：张杰成/责任检校：袁知良

本 报 讯

这几天，想

要从杭州老德

胜 桥 过 的 车 主 们

发现，上桥的路被拦

住了，只能退回去绕路而

行。不过，非机动车和行人倒

是可以通行的。这是怎么回事

呢？

昨天上午，钱江晚报记者来老德胜桥

一探究竟。记者从老德胜桥东面上桥，原本

供汽车通行的中间区域，有一块蓝色禁止通行

牌：前方施工 禁止通行。下面还有一行略小的字，

前方老德胜桥加固维修，禁止通行，提前绕行。前方

还摆了警示墩。桥的西面，有相同的设置。

虽然车不能上桥，但是桥上依然人来人往，非机

动车也不少。记者走到桥面上发现，北侧一段非机

动车道也用警示墩拦出了一块，记者问正在搬运修

桥工具的工作人员，这里为什么被拦住？工作人员

表示，正在维修。至于为何需要维修，他们也不太清

楚。

记者绕到桥下，发现这里也被拦住了，竖起了文

明施工、注意安全的黄色警示牌，地上还躺着几个工

业气瓶，拱肋上有一些绳索。

据了解，老德胜桥建于上世纪 70 年代，东西走

向，横跨京杭大运河，西接夹城巷，东连长板巷，是运

河上现存唯一的单跨双曲拱桥，具有一定历史意

义。桥梁总长约 57 米，桥宽为 8.2 米，车行道宽度

5.9 米，两侧另有 1.15 米宽的人行道，目前采取的是

东向西单行线单车道通行，且限制货车及大型客车

通行。

老德胜桥最为人熟悉的“特色”恐怕是其“易受

伤体质”。

2006 年 7 月 6 日凌晨，一艘货船正面撞击了老

桥，导致该桥北侧拱肋断裂，4 根立柱也被拉断；且

东南侧拱肋由于时间长远，风吹雨打导致混凝土脱

落，钢筋暴露在外，锈蚀非常严重。老桥受到重创，

经过抢修加固后，在 2008 年 5 月恢复小车通行，并

在东、西两侧设置了隔离限宽墩，限制货车通行。

之后，老德胜桥依旧频频受伤。为此，老德胜桥

的保护者们没少想办法。2018年年底，老德胜桥实

施了下部结构加固项目；2019 年 9 月，老德胜桥实

施桥面改造，拆除了原有花岗岩球形隔离墩，改成现

浇混凝土包钢隔离墩，并涂刷了警示油漆，加大提醒

和防撞力度。

今年 4 月，杭州市市政设施发展中心还在老德

胜桥东侧加大对老桥的保护力度，在隔离墩限宽的

基础上，从高度上也对车辆进行了限制。

桥什么时候才能修好通车呢？杭州交警部门通

告说，即日起至 11 月 15 日，老德胜桥将进行抢修施

工。届时，老德胜桥禁止机动车通行，受限机动车请

提前从东粮泊巷等道路绕行。非机动车、行人请在

施工区域预留通道内通行。

本报记者 孙燕 文/摄

杭州老德胜桥加固维修
机动车近期禁止上桥

这座桥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易受伤体质”

杭州老德胜桥加固维修
机动车近期禁止上桥

这座桥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易受伤体质”

老德胜桥侧面

秋蚊子太凶！西湖边玩了会
5岁小朋友一腿的包

医生说关键是止痒，可适量使用激素药膏

本报讯“赵医生，这边有个5岁小朋友，小腿有

很多红肿的疹子，痒得很厉害。”国庆假期的一个午

夜，皮肤科赵星云医生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

听筒那边传来急诊预检护士姐姐焦急的声音，赵星

云医师迅速清清瞌睡，穿起白大褂飞奔至医院。

孩子妈妈焦急地说：“下午，我带他去西湖边游

玩，回家的时候发现小腿上有几个蚊子咬的小包，

当时没有在意，晚上洗完澡的时候发现包越来越

大，越来越多，奇痒难忍。”

“孩子精神状态怎么样？除了痒之外，有没有

胸闷、气急、恶心、乏力等症状？”赵星云医师接着

问，得到否定答复后，安抚道，“这位妈妈您放心，秋

天的蚊虫比较厉害，孩子的腿又肿又红又痒，是被

蚊虫叮咬引起的过敏反应，局部涂一点激素药膏，

再配合吃一点抗过敏药就好了”。

秋高气爽，正是出门游玩的好时节，本以为天

凉下来蚊子也就该消停了，怎么入秋后杭州的蚊子

反而更加凶猛了？

赵星云医生表示，最近门诊中被蚊虫咬到过敏

的患者不在少数。蚊子喜欢温度适宜、相对潮湿的

秋天，每年 9 月底、10 月初是蚊子繁衍的高峰，繁

衍后代需要足够的营养，因此蚊子需要吸食大量的

血液储备能量。所以这个时候，怀了孕的母蚊子会

铆足劲攻击人类。另外，由于全球气候变暖，蚊子

休眠的时间也会相应推迟。

那么，我们被狠毒的秋蚊叮咬后该怎么办？赵

星云医生说关键是止痒。首先可以试一试外涂含

有薄荷、樟脑成分的药水或者炉甘石洗剂，如果改

善不明显，可适量使用激素乳膏，如地奈德乳膏、丁

酸氢化可的松乳膏、糠酸莫米松乳膏等等。如果叮

咬的面积特别大，还可以再配合口服抗过敏药,如

氯雷他定或西替利嗪等。这里有些方法比较专业，

你自己要是把握不准，要及时寻求皮肤科医生的帮

助。

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在蚊子尚未冬眠前，防

蚊这根弦始终不能松。勤洗澡、勤换衣，避免汗

液粘身；外出活动时多穿浅色的长袖、长裤；及时

清理家中的水渍，避免蚊子繁殖；在阴暗的位置

如床底、沙发下放置驱蚊灯或喷洒驱蚊药水；外

出时喷洒含有驱蚊胺的药水⋯⋯这些靠谱有效

的方法都可以用。

本报记者 何丽娜 通讯员 王文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