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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个夏天，上海热出了不少新
纪录。昨天最高温度再攀 !"#$!，这
已是 !"!以上极端高温的“三连
击”，今夏 !"!以上日数已达 !天。
昨晚，第 %&& 期新民科学咖啡馆
“热”议天气。主讲嘉宾、上海市气
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沈愈分析说，夏
季高温和酷暑日数呈现比常年增多
的态势，但如今年这般连连刷新
%!%年气象史纪录的“热”毕竟是小
概率事件，并不会成为常态。市民关
注点则延伸到了酷暑背后，呼吁要
格外小心火灾隐患，加快生态城市
的建设脚步。

热度刷新百年纪录
上海今年 ' 月成为“史上最

热”，徐家汇站的极端最高气温已两
度 (日创建站 %!%年以来的新高!!

月 "# 日和 $ 月 # 日均冲到了

%&'#!"$月 !日达 %&'$!#$

在上海的气象史上，%)(!年的
夏天是公认的热。丰子恺的画作可
兹为证———画面中的京杭大运河都
干涸了，桐乡市民晚上在运河河床
上乘凉。%)(!年曾出现过连续 %"

天高于 ('!的酷暑天气，但今年截
至昨天已连续 %"天高于 (*!。不
过，“当年徐家汇气象站周围多是农
田，不像现在高楼林立，%)(!年的
高温是‘实打实’的，从这个意义上

说可能比今年更热。”沈愈说。

上海夏天正在变长
昨天的最高气温（!"#$!）虽然

没有前天（!"#*!）高，但高温红色
预警悬挂的时间却更长———早上 '

时 ++分发布，直到晚上 *时 +"分
才撤销，昨晚 * 时本市气温仍在
(+!以上。主讲嘉宾、上海中心气象
台首席预报员戴建华说，这和昨天海
上东风的“迟到”有关。“春季到秋末，
海上来的东风比陆地温度低，属冷气
团。前天下午一两点钟，东风就吹进
来了，所以气温降得相对早些。但昨
天陆地上的偏西风强盛，海上东风直
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吹进来。”
沈愈介绍说，在申城有气象记录

的 %!%年里，有三段明显的增温期，
分别为 %)世纪 *"年代末到 )"年
代、$"世纪 ("年代到 +"年代初、以
及 $"世纪 )"年代后期到现在。
气象资料还显示，上世纪 *"年

代以来，上海入夏提前了，入秋推迟
了，夏季的长度明显增加了。上海气
象史上的六、七、八、九月份，最多的
高温天数分别是 *天!()*+年%、$+
天!*&(, 年%、$+ 天!())% 年%和 '

天!()%!年&())+年%。

“祸首”大气环流异常
“今年夏天创纪录的热，大气环

流异常是直接原因。副热带高压稳定
地偏北偏西，我国江南便在其牢牢控
制之下；南亚高压又偏强偏东———这

与青藏高原冬春积雪少、其冷源向热
源的转换提前有关，导致东亚热带系
统势力偏强。”沈愈分析说，受大气环
流异常影响，今年申城入梅出梅都比
较早，盛夏季节也来得较早；今年的
台风偏少偏南，鲜有影响上海的；“霸
占”申城的持续高温形成累积效应，
就好比“恶性循环”。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高温这
种气象灾害带给人类的负面影响
已逐渐显现。不止一个读者在昨晚
的新民科学咖啡馆提出，应多使用
可再生能源，减少对空调的依赖，
加快生态城市的建设步伐。戴建华
表示，上海目前有完备的气象要素
资料，为城市规划提供了参考。

本报记者 马丹 董纯蕾

! ! ! !本报讯 （记者 张
欣平 特约通讯员 吴润
元）七八月份历来是搬场
高峰期。尽管今年遭遇罕
见的持续高温，各搬场公
司仍未挂“免战牌”。本
市道路运输行业协会搬
场专业委员会今天再次
发布搬场作业 &" 字防
暑降温要点，防止工人职
业中暑，确保安全生产。

这 &" 字的防暑降
温要点为：“减少出车次
数，午间停止作业；车上备
足茶水，随带简易点心；
长袖长裤避晒，抓紧间隔
休息；随访健康状况，制
止疲劳作业；保障充足睡
眠，落实用餐安全。”

! ! ! ! 本报讯 * 月 +

日，新民网发起“上海
史上最热夏天，我们
共同见证”活动，截至
今日已有许多网友通
过微博微信参与。不
少网友建议有关部门
多关心居民酷暑生
活，根据电费账单给
予困难居民一定的电
费补贴；有的网友通
过微信和微博讲述自
己的度夏心得，比如
用心静对抗暑热；还
有些网友用拍照、摄
像、文字记录、网络聊
天等方式消夏。

这个夏天你是怎
么度过的？你有什么

防暑妙招？你和你身边的人在度夏
上还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赶紧化
身新民网特约记录人吧。更多详情
尽请登录新民网 ,--./01222#3456457

85194:;<=51查看。

网友消暑妙招

! 网友!!"#$%" 建议把居委

会的活动室腾出来开放空调" 让没

装空调的困难老人们纳凉$

! 网友 !冯鸣" 部分公交站

点和天桥没有遮阳设施" 建议加盖

遮阳棚$ 对于行动不便的孤老残疾

人"建议居委会多上门关心$

! 网友!阿华 &'()" 今年高

温天数超常年" 能否根据电费账单

给困难居民一定的电费补贴" 适当

放宽第一档的用电度数$

气候专家做客新民科学咖啡馆解读高温为何徘徊不去

今夏酷暑小概率 生态建设要加速
!"#$%&'

主办#市科协 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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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高温
袭来，申城接连突破 !"!，在持续
炙烤之下，臭氧接替 >?$7+成为主
要污染物。前天，上海创造了史上
最热 !"7*!的同时，也出现空气重
污染，主要污染物臭氧的小时平均
浓度一度达到 (+'7*微克1立方米，
不但是今夏以来的最高值，还打破
了 $""*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前天，随着气温一早起攀升，臭

氧浓度也一路走高，至午后 %&时，
小时浓度已达 (+'7*微克1立方米；
与此同时，臭氧 *小时的平均浓度
也达到了 $'&微克1立方米，随同气
温双双创下今夏以来的最高值。

记者查阅上海市空气质量实
时发布系统看到，整个 '月，有 %*

天因臭氧超标导致空气污染。'月
$(日起至今两周多时间内，仅 (天
未出现空气污染!$月 *-%日%。据

了解，由于南海气旋外围影响，*月
$日上海在接连 %(天后首次未达
(+!，同时风力有所增大，当天 @AB

仅 !'；之后两天虽然无污染，但
@AB呈现抬升趋势。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昨天下
午发布“空气污染提醒”，表示受副
热带高压控制持续高温影响，近期
本市臭氧污染持续超标，高浓度主
要出现在下午。预计未来 (C+天本

市臭氧污染仍将维持较高水平。臭
氧主要由人类活动中排放的氮氧
化物、有机物等在高温条件下生
成，与气温、风力等因素密切相关，
而近日高温少风，臭氧浓度很难完
全降下去，因此空气污染仍将持续
一段时间。

臭氧浓度超标的情况在夏季
并不少见。臭氧对人体的伤害主要
是刺激人的呼吸道，造成咽喉肿
痛、胸闷咳嗽、引发支气管炎和肺
气肿等。环保专家表示，针对臭氧
目前没有明确的个人防护措施，而
其浓度的每日高峰值往往在中午
时分出现。因此，一旦臭氧浓度出
现超标时，应尽可能避免外出。

高温致臭氧污染创纪录
7月有18天臭氧浓度超标 未来3-5天仍维持较高水平

! ! ! !本报讯（记者 叶薇）记者从申城部分农贸市场
了解到，连续多日高温给蔬菜储存和运输带来不便，
菜价也不同程度上涨。由于高温天气还将持续，预计
菜价也会持续“发烧”。
记者从几家农贸市场了解到，蔬菜价格普遍上涨

三四成，青菜、米苋、空心菜等大部分蔬菜的每 +""克
单价均超过了 !元。鸡毛菜卖到 &元1+""克，刀豆卖
到 '元1+""克。“现在蔬菜是一天一个价，我们的生
意越来越难做。”在延长路一家菜市场摆摊的李阿姨
说，“买鸡毛菜的顾客比以前少多了，到下午菜就烂掉
了，根本卖不出去。蔬菜损耗量太大了，一天赚不到
+"元。”李阿姨说。菜价贵，不少市民还专挑“卖相好”
的买，黄瓜、茄子、西红柿，看着新鲜、水灵的要比长相
一般的贵一倍。

天气“高烧”菜价高企
蔬菜普遍上涨三四成
青菜米苋每斤超4元

! ! ! !高温“驻留”申
城。清晨太阳就早
早上岗，早上八九
时室外气温已经让
人闷热难耐。午后
更是烈日炙烤，热
浪翻滚。市民应尽
量减少户外活动，
如需外出请做好防
晒措施。

图为市民纷纷

打开阳伞遮挡烈

日"成为盛夏一景

本报记者 周 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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