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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个气象站最高温破历史极值
多地日最高温44℃以上

“热死个人”
真不是玩笑

7月13日，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获悉，6月13日以
来，我国出现了今年首次区域性高温天气过程，范围广、
持续时间长、极端性强、影响大。截至7月12日，高温事
件已持续30天，覆盖国土面积达502.1万平方公里，影
响人口超过9亿人。

全国共有71个国家气象站的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
值，其中河北灵寿（44.2℃）、藁城（44.1℃）、正定
（44.0℃）和云南盐津（44.0℃）日最高气温达44℃以上。

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
示，今年6月以来（截至7月
12日），我国平均高温日数
5.3天，较常年同期偏多2.4
天，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
最多。

陕西南部、河南、河北南
部、山东中部和西部、安徽、
江苏、浙江、湖北中部和北
部、重庆、新疆中部和南部、
内蒙古西部等地6月以来高
温日数有10至20天，其中河
南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
北西北部以及新疆东南部等
地超过20天，河南漯河（33
天）、永城（31天）、舞钢（31
天）、舞阳（31天）、沈丘（31
天）、襄城（30天）和陕西华县
（31天）以及新疆鄯善（36
天）、淖毛湖（33天）等地高温

日数都超过30天，新疆吐鲁
番和托克逊达42天。

与常年同期相比，上述
地区高温日数普遍偏多5至
10天，其中河南大部、湖北北
部、陕西东南部、安徽中部和
北部、山东南部、江苏西北部
等地偏多10天以上。

高温天气影响，6月13
日以来，河北、山东、河南、陕
西、甘肃、宁夏、新疆等7个省
级电网以及西北电网用电负
荷均创历史新高。因温高雨
少，浙江东部、河南西部、陕
西南部、甘肃南部、四川北部
等地土壤墒情偏差，部分地
区旱情持续或发展。7月以
来，浙江、江苏、四川等地多
人确诊热射病，已有死亡
病例。

6月以来我国平均高温日数
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大范
围持续高温事件典型年份有
2003年、2013年、2017年等。国
家气候中心数据显示，今年我国
的高温事件开始时间早于上述3
年，持续时间和历史极值站数目
前还不及这3年，影响范围和单
站最高气温虽也不及2017年，但
已超过了2003年和2013年。

高温事件不仅发生在我国，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今年6
月，全球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约
0.4℃，为1979年以来最高，其中
俄罗斯北部、欧洲西部等地偏高
2℃以上。西班牙、法国和意大
利等地的日最高气温超过40℃，
法国、西班牙、美国和日本等国

多个城市刷新高温记录。日本
东京连续五天气温超过35℃；美
国中部和东部高温警报影响人
口约1.25亿，超过美国人口的三
分之一。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
告指出，最近50年全球变暖正以
过去200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速
度发生，气候系统不稳定加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之为

“全人类的红色警报”。全球变
暖是北半球高温热浪事件频发
的气候大背景，大气环流异常则
是6月以来全球多地高温热浪频
发的直接原因。

今年6月以来，在北半球副

热带地区上空，西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带、大西洋高压带和伊朗高
压均阶段性增强，由此形成大范
围的环球暖高压带。在暖高压
带的控制之下，盛行下沉气流有
利于地面增温，加之在大范围高
压带的作用下，空气较为干燥，
不易形成云，也使得太阳辐射更
容易到达地面，导致高温频发，
且强度较强，进而造成北半球多
地出现持续高温热浪事件。

具体到我国，目前正在持续
的拉尼娜事件为今年6月以来南
方高温的发生发展提供了重要
的气候背景条件，尤其是7月中
纬度暖高压带发展加强，导致出
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7月
14日至7月26日，我国江南华南
等地多高温天气。14-16日，四
川盆地、陕西关中、江汉、江淮、
江南、华南等地多高温少雨天
气，日最高气温一般为35～
38℃、局部 39℃左右。17-20
日，四川盆地、江汉、江淮、江南
西部和北部沿江、华南西北部等
地将出现降雨过程，高温天气得
以缓解，江南东南部、华南东部

持续高温闷热天气。21日之后，
南方地区高温将再次发展，范围
扩大，福建、江西、浙江南部等地
日最高气温可达39～41℃。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7月27
日至8月11日，我国大部地区气
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其中内蒙古
西部、上海、江苏、浙江北部、安
徽、江西北部、山东南部、河南大
部、湖北、湖南北部、重庆、四川
东部、贵州北部、西藏、陕西南

部、新疆北部等地偏高1～2℃。
上述部分地区高温日数偏

多，可能出现持续时间较长的高
温天气过程（7月28日至8月2日，
华北、华东中部、华中中部、西南
地区东部、西藏、新疆北部；8月5
-7日，华北、华东中部、华中中
部、西南地区东北部；8月9-11
日，华北、华东大部），需防范高
温热浪对人民生产生活和电力
供应的不利影响。

罕见高温频发，浙江、四川、
江苏等地多人确诊热射病，让大
家警醒——— 夏天“热死人”真不
是开玩笑的。

据报道，7月10日，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连续收治了3名热射病
转诊病人，其中一人因病情来势
汹汹，多器官衰竭，在转诊至华西
医院时就发生呼吸心脏骤停，虽
经全力抢救，但最终不幸去世。

7月6日，一名49岁的男性患
者被送往浙江丽水市中心医院，
他在车间工作时突然昏倒，入院
时体温40.7℃。经检查，该患者
多脏器功能衰竭并伴有弥散性

血管内凝血，经过31个小时抢
救，于8日凌晨去世。

热射病通俗的解释就是最危
险、最严重的中暑，它会导致中枢
神经系统、肌肉组织、凝血功能、
肝肾功能、呼吸功能、心血管功能
等全身性问题，极易引发多器官
衰竭，热射病的病死率介于20%
至70%，老年患者可高达80%。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
高温天气呈明显增多趋势，高温
引发人员病死事件并不罕见。

2003年夏季，长江中下游地
区、华南北部及四川东部、重庆
等地出现38～40℃高温，局部地

区极端最高气温达40～43℃。
据金陵晚报报道，当年南京日均
中暑达300人次。

2006年夏，川渝出现高温热
浪。据中国青年报报道，8月14日
一天重庆就有6000多人中暑。到
了次日，中暑人数升至1.4万多人。

2013年我国南方遭遇罕见
高温热浪，导致上海、湖北、江
苏、江西、浙江、湖南等多地出现
中暑死亡病例，呼吸系统疾病和
心脑血管系统疾病人数猛增。
根据上海市疾控中心数据，截至
当年7月30日上海非职业性中暑
死亡患者就已超过10人。

未来14天我国江南华南等地依然高温

为什么说“热死人”不是开玩笑？

全球变暖是高温热浪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
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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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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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

7月11日，重庆大部分地区
持续晴热高温，在重庆江北国际
机场T3B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
员在施工间隙补水。 新华社发

·初伏：7月16日至7月25日，10天

·中伏：7月26日至8月14日，20天

·末伏：8月15日至8月24日，10天

三伏天饮食：

宜吃
苦辛酸

切勿贪凉
适当运动
清淡饮食
养护心神

一年中最热的日子“三伏
天”，是春夏养阳、冬病夏治的关
键时期。厦门市中医院中医内
科主任医师万文蓉提醒市民，三
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盛之时，也
是“夏至一阴生”的转折点。结
合天人相应的阴阳消长规律,
调节人体的阴阳，能达到有病祛
病、无病健身的目的。

切勿贪凉 适当运动

三伏天起居，要避风不贪凉，
适度使用空调、风扇，避免直吹颈
背部。户外运动要适当，早起，增
加户外运动，动则生阳，微微流

汗，达到排寒、排湿、排毒的目的。

清淡饮食 养护心神

三伏天很多人会出现“苦
夏”的现象，不想吃东西、恶心欲
吐、体重减轻，甚至有上吐下泻
等胃肠道疾病，其实是与炎热潮
湿的气候相关。尽管生食冷饮
有祛暑之效，但过食易损脾阳，
引发肠胃疾病。同时，暑多潮湿
损伤脾胃功能，消化功能下降，
建议以清淡好消化为主，不宜多
食肥甘厚味油腻之物。

万文蓉建议，三伏天宜吃辛、
苦、酸。辛味可生发阳气，适当多

吃葱、姜、蒜等辛味发散性的食
物，达到生发体内阳气，排除体内
湿寒之气的作用；苦味酸味祛暑
养心，中医认为，夏季的三伏天包
含了长夏之季，与五脏中的心和
脾相对应，湿气重会影响脾胃功
能，三伏天可食苦味食物来改善。
常见的苦味食物有苦瓜、莴苣等，
有利于清热消暑；可适当吃酸性
食物，比如酸梅汤，以达到止渴生
津、清暑养心的效果。

三伏天养生，养护心神尤为
重要。保持心情愉悦，精神饱满，
有利于养长人体的阳气。

据新华社、中新网、《厦门
日报》

又到一年三伏季 适当运动勿贪凉

连日高温让上海开启“烧烤模式”，路人用各种
办法躲避炙热的阳光。

明天
入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