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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马路“铁板培根”、江苏高速“路面烤

鱼”、湖南鸡蛋自然孵化……进入 !月后，中国

不少地方持续高温，更有不少网友戏称“我和

烤肉只差一撮孜然”。

!月 "#日，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

（高温）!级应急响应，这也是有史以来气象部

门启动的最高级别的高温应急响应。当天，上

海、浙江、江苏、湖南等地地表温度超过 "$!，

部分地区地表温度超过 %#!，局部达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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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南方的高温天气，
呈现出‘范围广、日数多、持续时
间长、强度大’的特点。”国家气
候中心正研级高级工程师叶殿秀介
绍。

!月以来，全国各地出现大范
围高温天气，高温区域覆盖江南、
江淮、江汉及重庆等地的 &' 个省
（区、市），面
积 达 到
"&!(! 万 平
方公里，占
全国近 &)"

国土面积。
!月&日

至*'日，江
南大部及重
庆、湖北西
部的部分地
区极端最高
气温在"+!

至 %#!，局
部地区极端
最高气温超过 %#!。中东部地区
共 $$ 个气象站极端最高气温超
%#!，其中浙江有 *#个站，重庆有
&+个站。多地高温持续日数也接近
或达到历史极值。根据国家气候中
心数据显示，截至 ! 月 *' 日，湖
南、上海高温日数分别为

&+,' 和 &+($ 天，均为
&'$& 年以来同期最
多。江南及重庆
等地最长连
续高温日
数 普
遍

达 $至 &#天，在湖南长沙、衡山和
安仁，连续高温日数竟然达到了
*'天。

!月 *'日下午，南京出现首例
因在火车站广场附近草坪上休息而
患热射病导致死亡的病例。据报
道，这位患者的体温达到 %*!。
持续的高温给人们和地区都带来了

不少困扰。
杭 州 自 发
布 红 色 高
温 预 警 以
来 ， 发 热
就 诊 人 数
与 去 年 同
期 相 比 多
出近三成；
在上海，非
职 业 性 中
暑 死 亡 的
患 者 已 有
&#余人。与
此同时，连

续“炙烤”对农业、电力、用水量等方
面均有极大影响，全国多地因高温
而受灾。

造成天气“高烧不退”的成因
是什么？中国气象局首席预报员张
芳华接受本报采访时解释，由于今
年雨季北移，使得长江中下游地区
长期处于副热带高气压的控制下，
加上大气环流的异常，导致了目前
这种高温不断的情况。

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江
南、江淮以及重庆等地高温天气还
将持续并加强，部分地区高温日数
可达 $—+ 天；其中，江南东部地
区将出现较大范围的日最高气温超
过 "'!的高温天气。而华北地区
高温不显著，北方的降雨可能
会比较多。至于南方大范
围高温天气何时结束，
还要根据 + 月中旬
的天气形势来
判定。

为 应
对南方地区连日

的高温天，! 月 "# 日
&& 时，中国气象局首次启动

重大气象灾害（高温）!级应急响
应，这也是最高级别的高温应急响

应。
根据中国气象局气象灾害应急预案，

当过去 %+小时有 *个及以上的省（区、市）
出现最高气温达 "!!，且有成片 %#!及以上

高温天气，预计未来 %+ 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
"!!及以上高温天气时，可启动!级应急响应。

“高温天气持续时间长，高温的影响在于其
累积效应，我们的应对工作要缓急结合、及
时有序。”中国气象局副局长许小峰说。按
照重大气象灾害 （高温） !级应急响应
的要求，相关省 （市） 气象局根据实
际研判进入相应应急响应级别。目
前，上海、湖南、湖北气象局已
启动高温!级应急响应，浙江、
重庆、福建、安徽、南京已
启动高温#级应急响应，
江西省气象局启动高温

$级应急响应，积极
做好高温预警及各
项气象服务工作。

按照 《国
家气象灾害
应急预案》
的规定，
启 动
高

温
应 急
响 应 后 ，
气象部门主要
有两项职责：一是
加强监测预报，及时
发布高温预警信号及相关
防御指引，适时加大预报时段
密度；二是了解高温影响，进行
综合分析和评估工作。其他部门如电
力部门、水利部门、农业部门等，也应按
《预案》规定各尽职责，并注意和气象部门的

联合，积极应对高温天气。
持续高温最大的受害者无疑是户外

一线工人和高温作业人员———环卫清
扫工、建筑工人、交警协勤人员、
城管协管员等。针对这一特殊的
劳动群体， 《预案》 也指出：
建筑、户外施工单位应做好
户外和高温作业人员的防
暑工作，必要时调整作
息时间，或采取停止
作业措施。近年
来，北京市、深
圳市等地也出
台相关条例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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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持续高温的情况与 *##" 年十
分相似。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 年我
国平均气温 '(' 摄氏度，较常年偏高 #(!!，
是 &'-&年我国全面记录气象资料以来的第 $

个高温年。
*##"年夏季，从 -月 "#日到 +月 &&日南

方大部地区也经历了百年一遇的持续高温，持
续时间长达 %" 天，高温范围广，浙、闽、赣、
湘、鄂、桂等省区的许多城市的最高气温刷新了
历史纪录。江南和华南地区 "$!以上高温日数为
&'-&年以来最多。整个夏季，南方地区 "+!以上
高温日数也为 &'-&年以来的极大值。
“高温是由大气环流异常造成的。*##" 年我国

南海、长江、华北地区大气环流异常的情况与今年
非常相似，可以说在高温的形成原因上有极高的相
似度。”中国海洋大学气象学教授孙即霖接受本报采
访时指出，在对比 *##" 年与今年的高温时，不能仅
停留在最高气温的比较上，更要着眼于对比两次高温
天气的产生原因以及持续性的相似度。

*##" 年，全球不少地方也遇到有史以来最热的夏
天。法国南部的奥伦吉气温突破 %*(-!，已有 *' 天温
度在 "$!以上。法国紧急救护医疗协会主席称，高温数
天全国医院累计有 &##人以上因酷热难熬死亡。

今年盛夏，欧洲、北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城市也同时遭受持续的热
浪袭击。英国 !月 &!日出现全年最高气温纪录 "*(*!，高温导致 !-#

人死亡。德国高温达 %#!，是 "# 年来的最高纪录。美国加州死亡谷，
最高气温达到 $"!，而另一座城市凤凰城达到 %+!，两地区均创历史
新高。

最近一周，整个欧洲巴尔干地区都被高温天气包裹着，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黑山、波黑等国家都出现超过 %#!以上的高温天气。波黑的
高温天气已经导致一天内超过 -##人住院。

高温在亚洲其他地区也不例外。印度首都新德里今年最高气温也达
%$(!!，创 &#年以来同期最高气温。今年 %月初以来，印度便一直持续高
温，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已接近 '##人。日本从 !月 !日开始也出现全国性
高温天气。一天之内就有 '#*人因中暑被送往医院。
“这种极端高温天气在各个地区互相联系，具有全球性。”对于海外许多

地区同时发生极端高温天气，孙即霖教授表示，尤其是北美洲地区极端高温
天气产生的原因与我国的情况相类似，所以极有可能同时出现极端高温天
气。

中央气象台副台长姚学祥说，持续的历史罕见高
温已经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高温已
经成为一场灾害。

在正常情况下，高温天气作为夏季的主要特征之
一并不属于气象灾害，只有当高温天气出现一定的持
续性和极端性时才被列入气象灾害。这是由于极端高
温气象已具有灾害性，如威胁人的健康，增加用水、
用电负荷，影响农作物生长，加剧旱情，引发森林火灾
等。

以极端高温造成的水资源短缺为例，据国家防汛抗
旱总指挥部办公室消息，截至 !月 *%日，贵州、湖南、
湖北三省有 &*%+ 万亩耕地受旱。其中，作物受旱面积
&#!$万亩，缺水缺墒 &!" 万亩，有 &##(" 万人、%! 万头
大牲畜因旱出现饮水困难。与此同时，据卫星遥感监测
显示，今年 !月鄱阳湖、洞庭湖水体面积分别较 &'+' 年
以来同期平均值偏小约 *.和 *-.，比去年同期分别减少
*$.和 *'.。

除了极端高温外，中国每年频发干旱、洪涝、台风、
暴雨、冰雹等灾害，属于气象灾害多发国家。数据统计，
中国从 &'$#/&'++年的 "+年内每年都出现旱、涝和台风等
多种气象灾害，平均每年出现旱灾 !,$次，涝灾 $,+次，登
陆的热带气旋 -,'个。

而气象灾害作为自然灾害中的原生灾害之一，不仅直接
给社会居民的财产安全带来损失，而且存在连锁性反应，危
及生命线工程。

据《*#&*年中国气候公报》 公布的数据显示，*#&* 年，
我国主要气象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亿元，因灾死亡
或失踪人数达 &"'# 人，受灾面积总计 *%'- 万公顷。其中以
强降水天气导致的暴雨、洪涝灾害最为频繁，*#&* 年，全国
共有 *'"站的日降水量达到极端事件标准，全国 "&个省（区、
市）均有极端降水事件发生，其中 -+ 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
值。

针对气象灾害频发情况，我国的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建设工
作不断推进，据了解，目前我国已先后出台或正式实施 《国家
气象灾害应急预案》、 《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 （*##'0*#*#
年）》、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等一系列法律文案。与此同时，
全国各省市、地区的气象灾害防御工程也在逐渐加强，如陕西咸
阳已建成气象灾害应急指挥信息发布平台，通过平台即可为处置
重大气象灾害应急指挥提供决策服务和指挥部署。

&高温也是气象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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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江苏南京通过人工增雨缓解酷热。

新华社记者 贺灿铃摄

!月 *!日， 四川遂宁万人戏水避

酷暑。 钟 敏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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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以来，

江南、江淮、江汉及

重庆等全国 1/3国土，开

启“烧烤”模式，25个气象站

最高气温破历史极值，一些地方

出现中暑身亡情况。中国气象局月底

首次启动最高级别高温应急响应，从侧

面坐实了“极端天气”的定性。

天热非人力所能左右，但避暑却各地

皆有“凉”策。今年与以往不同的是，政府

更积极、更主动地擎起了“遮阳伞”，为民众避

暑。

“这儿凉快，西瓜、绿豆汤都有。”武汉

一位老人这句话，让人备感清凉。在武汉，

1170个社区纳凉点免费向市民全天候开

放，市民可以在这里喝喝冷饮、打打牌，

不亦乐乎。在江苏昆山，市民乘坐空

调车时，一元钱的空调费用由政府

买单。送清凉、高温假、高温补

贴各种招数上阵，电力、城

建、公安、卫生等部门

各司其职。

主 动

与被动，不同

的思维方式，会带来

完全不同的结果。政府主

动为公众着想，高温就变成与

公众联系和沟通的契机；而在舆

论压力下被动采取措施，则往往会加

重与民众的隔膜。

天热易躁。外热易解，内热难除。

本来就浮躁的心情，若遭遇不顺心之事，

社会戾气就会加剧。7月以来，土地市场再

次成为躁动心情的策源地。热点城市地王“狂

澜”难抑，一线城市楼市高温不退，“日光

盘”再现，“刚需一族”内心焦灼。空气的

高温，熬熬能过；楼市高温，其解极难。

在为民众缓解内心躁动上，我们仍需努

力。

已进入 8月，7日即是立秋。

“秋老虎”会否依旧张狂，高温天气

会否延续，一些人内心的焦灼能

否回复平静？7月的名字叫

“流火”，那 8月叫什么？

让时间告诉我们答

案。

!

月的名字叫“流火”
正 楷 徐 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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