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港女灼傷腳
「熱到跳舞」

最熱34.4度多人中暑 537長者按平安鐘求助

A6 責任編輯：黃楚基 2011年7月24日(星期日)重 要 新 聞
T O P  N E W S

排長龍發橫財夢今晚六合彩630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寶瑤、曾雁

翔）由於六合彩連續三期無人中頭獎，
連同上周二的3,000萬暑期金多寶落空，
馬會估計今晚開獎的頭獎基金可望高達
6,300萬元，頭獎若一注獨得，幸運兒將
成為六合彩歷史上第3高派彩的大贏
家。為方便市民投注，馬會將攪珠日期
延至今日，各項投注設施今晚亦將延長
售票時間至晚上9時15分，9時30分攪
珠。受超高獎金吸引，昨日本港多間投
注站已見人龍，今日更勢必掀起高潮。

投注站人流不絕
全城瘋狂的巨額六合彩今晚攪珠，馬

會投注站連日來擠滿為實現「6千萬黃
金夢」的市民，在灣仔的一個場外投注
站，昨日下午人流不絕，每個投注櫃位
前都出現人龍，投注站需要安排職員協

助市民有秩序輪候，並疏導人潮。
6,300萬元獎金確實魅力沒法擋，灣仔

投注站的現場所見，有市民急不及待，
未進門已經邊走邊「填票」，甫進投注
站即撲向櫃位；有人邊趕路，邊向身邊
朋友說：「6,300萬呀，一定要買！」亦
有市民三三兩兩聚在一起，討論「心水
號碼」；更有一心想發橫財夢的父母，
為了買六合彩，竟將孩子放在投注站
外。
20歲的周小姐與男友用60元買了3張

電腦票，另外再用20元買了兩條自選號
碼，「如果中了頭獎一定會買房子，再
開一家咖啡店。會不會結婚？過幾年再
說吧！」周小姐表示，只在獎金過2,000
萬才會投注，她還滿有心得地說：「不
要去大的投注站，去小的投注站中獎機
會比較大！」不過迄今她只中過安慰

獎。

「中頭獎一定要買樓」
香港人不分老幼，都希望買樓置業，

83歲的退休人士馮先生亦不例外，他在
70年代買馬中了一筆錢，最遺憾當時沒
買樓，他表示今次若中了頭獎，「一定

要買樓。」
本港對上一次全城瘋買六合彩是在5

月20日，當時逾億元彩金令全港市民陷
入瘋狂，投注額高達3.43億元，最終頭
獎由3注瓜分，每注派彩近4,451萬元，
其中一名獎金得主是印裔港人SINGH
JAGPAL（阿星）。

■市民在投注站內鑽研幸運號碼，務求贏得巨額獎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昨日天氣酷熱，整天陽光普照，天文台表示，受
到一道高壓脊影響，中國東南部天氣晴朗及炎熱，

香港在充沛陽光照射下，氣溫不斷上升，天文台昨晨6時
48分發出酷熱天氣警告。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廣場便在暴
曬天氣下，發生「熱到跳舞」意外。10多名中學女生昨午
3時許，在烈日下參加全港中學生舞蹈賽，在大跳赤腳舞3
分鐘後，才發現被滾熱的膠墊灼傷腳板，出現紅腫和水
泡，有人更不堪痛楚當場哭泣，救護員即場為各人包扎和
倒水降溫，其中5人需由救護員逐一抬上救護車送院敷
治，幸經包扎治療後，各人傷勢已無大礙。

女工頭暈失足墮坡
在酷熱天氣下，多名市民中暑不適需送院敷治。昨午4

時38分，一名50多歲女工人在荃灣荃錦公路附近山坡除草
時，突告頭暈失足墮下10多米山坡被困昏迷，其他工友見
狀大驚報警送院救治，目前情況嚴重。另一名52歲陳姓男
子，昨午1時08分被發現中暑昏迷在葵涌石籬 石逸樓對
上配水庫山坡，已送院治理；另中午12時38分，一名20餘
歲青年在沙田文化博物館中暑不適由救護員送院；下午1
時53時，荃灣鱟地坊近川龍街，一名50餘歲婦人與丈夫逛
街時，疑不堪酷熱天氣中暑不適，須召救護車送院；下午
2時半左右，在元朗八鄉牛徑村，一名年約20歲多歲青年
疑難抵高溫，出現嘔吐頭暈不適送院救治。

消暑冬瓜銷量大增
昨為廿四節氣中的大暑，傳統上認為是全年最熱的一

天。不過，天文台科學主任張世傑表示，昨日32.5度的紀
錄，為2008年大暑日以來最高，但不算特別偏高。他說：
「近這數年最高的紀錄是2007年7月23日，大暑那天最高溫
度達32.8度，但這亦只是大暑高溫紀錄第10位。」 中國民
間流傳，大暑日應用冬瓜煲湯消暑。有菜販表示，昨日冬
瓜銷量較平常多逾一半，不少人購買冬瓜回家煲去暑茶。

14間避暑中心開放
長者安居協會由午夜至昨午12時，共收到537人次按動

平安鐘，其中57人因身體不適需即時送院，主要為痛症及
頭暈，估計與酷熱天氣有關。民政事務總署昨晚開放14間
夜間臨時避暑中心，供有需要人士入住。衛生署助理署長
程卓端醫生提醒市民，進行戶外活動時，應穿 淺色、寬
鬆和通爽衣物，並應補充大量水分，避免出現脫水情況，
但要避免飲用咖啡因及酒類飲品，以免加速身體水分透過
泌尿系統流失。
天文台預測，未來一、兩天香港仍會天氣酷熱，今日及

明後兩天溫度將介乎28至33度。而現時影響香港的高壓
脊，本周稍後會被一個低壓區取代，為香港帶來不穩定天
氣，料周三局部地區有驟雨，周四至周六驟雨增多，氣溫
亦會稍降到30至31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沙飛）俗語說
「大暑正伏天」，昨日是中國廿四氣節的「大
暑」，內地南方地區熱得像「火爐」，廣州、清遠
及韶關等8個市縣最高溫度超過攝氏35度；江
南、華南中北部、江淮南部、江漢西部及東南部
等同樣錄得35度高溫，其中湖南中北部、浙江南
部、江西東北部、福建中部等氣溫更達37度，預
計高溫天氣將持續一周。氣象專家提醒群眾，儘
量避免午後高溫時段外出，如需出門，須帶備防
曬用具及防暑降溫藥品。

雲量減少日照增加
廣東昨日轉受副熱帶高壓脊影響，區內雲量減

少，日照增加，廣東大部分市縣氣溫出現不同程
度的上升，天氣趨於晴熱，高溫天氣於「大暑」
再度來臨。廣東省氣象局昨晨11時發佈高溫消
息，梅州、河源、韶關、清遠、肇慶、雲浮、佛
山、廣州市氣溫升至35度。廣東氣象局預計，今
天至周二(26日)，區內晴天至多雲，沿海地區最
高氣溫31度至33度，其餘地區最高氣溫35度至37
度。至周三至周四(27日至28日)，廣東全省多
雲，其中粵西市縣有零散陣雨或雷陣雨。
據中新網報道，中央氣象台昨晨6時繼續發布

高溫藍色預警，江南、華南中北部、江淮南部、
江漢西部和東南部等地氣溫達35度或以上，其中
湖南中北部、浙江南部、江西東北部、福建中部

等地區氣溫達37度。江西省氣象台預測，直至周
六(30日)，江西省將持續高溫天氣，全省大部分
地區最高氣溫達35度以上，部分地區最高溫可達
37度。天氣炎熱，平日熙來攘往的江西南昌市中
山路步行街，逛街人士明顯減少。

未來兩天高溫持續
中央氣象台預計，隨 副熱帶高壓脊向西移，

未來兩天，南方大部地區持續高溫。今天日間，
江南、華南、江淮南部、江漢西北部、新疆南疆
盆地及北疆的部分地區、內蒙古西部、四川盆地
東南部、貴州東部等地區氣溫達35度以上，其中
湖南中北部、江西中部、浙江南部、福建中南
部、內蒙古西部等部分地區氣溫可達37度，吐魯
番盆地氣溫更可達40度。今天日間至晚上，新疆
天山西部、西藏、青海南部、江淮、江漢、江南
北部、華南西部及西南地區會有小雨到中雨。

華南變「火爐」最高37度

中醫：暑熱喝凍飲傷腸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杜法祖）

昨日為農曆廿四節氣中的「大暑」，香港

天氣非常炎熱。天文台表示，受到一道高

壓脊影響，市區昨最高氣溫達到攝氏32.5

度，新界部分地區更升至33度或以上，其

中上水最熱達34.4度。天文台昨清晨已發

出酷熱天氣警告，全日則有多名市民中暑

不適，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廣場更發生

「熱到跳舞」意外。10多名中學女生烈日

下赤腳跳舞，3分鐘後發現腳板被滾熱膠

墊灼傷，出現紅腫和水泡，有人更不堪痛

楚當場哭泣，其中5人需要送院敷治。天

文台預料，隨後數日天氣仍然酷熱，今日

氣溫將達33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雁翔）踏入盛夏，本港天氣
持續酷熱，氣溫普遍超過攝氏30度，容易令人中暑。中
醫師提醒市民要注意消暑，例如外出時多喝水，飲用消
暑袪濕的湯水如冬瓜湯等，並建議市民避免食生冷食物
或用太冷的水洗澡。

冬瓜湯消暑袪濕
中醫社區服務協會會長謝榮洲表示，從中醫角度身體

在夏天需要消暑利濕，應多喝水和食用清淡食物。用冬
瓜、薏米、荷葉、扁豆和瘦肉煲湯，可以達致消暑袪濕
的效果。他特別提醒長者，外出時亦應帶太陽傘和充足
清水，減少中暑機會。
此外，市民喜歡在炎炎夏日飲用冰凍飲料和用冷水

洗澡，但謝榮洲提醒市民，一冷一熱容易令人生病。
他指出，在身體感到灼熱的時候喝冰凍的飲品會傷害
腸胃，市民最好忍一忍口，避免立即飲用冷飲，亦切
忌在身體感到很熱的時候用冷水洗澡，否則會令病邪
入體。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陳紫茵）香港天文台在
昨日「大暑」錄得的市區最高氣溫達32.5度，但有
住在板間房的居民卻要承受高達36度或以上的高
溫。在通風欠佳的板間房，炎夏時更儼如「蒸
爐」，不少居民均曾在暑假期間出現暈厥等中暑的
症狀，更要送院治理，有居民為避暑而每晚到通宵
營業的快餐店「借宿」。
在深水 居住的52歲林先生，在34呎的板間房居

住2年多。他憶述去年6月時突感頭暈，呼吸困難，
險些沒氣力呼救，送院後證實中暑，需要留院1天
觀察。林先生稱單位內沒有窗戶，溫度較室外高5
度，曾經錄得室溫高達39度。他形容每天都汗流浹
背，平日會到商場嘆冷氣，避免再度中暑。

長者2個月3次中暑送院
現年62歲的陳伯1年前搬進不足30呎的板間房，陳

伯指每日要走上4層樓梯才返抵家，未入屋已「頭
暈氣喘」，昨日是大暑，室溫更錄得36度。他稱，
自己最近2個月已3次因中暑而送院，為此他每日夜
晚都會到附近通宵營業的快餐店「借宿」。他擔心
長期在悶熱及不通風的環境下，會對自己的健康造
成嚴重的損害。
關注綜援檢討聯盟昨日到深水 探訪在「大暑」

高溫下，仍住在板間房的居民。聯盟代表李大成表
示，本港有逾10萬人居於 房或板間房等惡劣環
境，不少居民在酷熱的天氣下甚至淪為「季節性露
宿者」，促請政府調高綜援的租金津貼及增建公
屋，讓貧窮基層盡快入住公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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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傷少女即場接受包紮。

■少女用水替起泡腳掌降溫。

■天氣酷熱，小朋友在公園玩水消暑。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62歲的陳伯現
住不足30呎板間
房，他稱最近2
個月已3次因中
暑而送院。

香港文匯報
實習記者

陳紫茵 攝

■ 周 小 姐
(右)表示，
如有幸中頭
獎會開咖啡
店，一嘗當
老 闆 的 滋
味。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曾慶威 攝

■馮先生表
示，有信心
會 贏 到 頭
獎，更會用
獎 金 來 買
樓。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曾慶威 攝

■昨日氣溫極高，有市民外出穿上背
心，嬰兒車亦加裝風扇讓寶寶降溫。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過去5年大暑日氣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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