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慶天氣持續「高
燒」，氣溫頻頻衝上
37℃，當地發出高溫

橙色預警。38個區縣中的
22個區縣日最高氣溫超37℃，
讓推遲了26天入夏的重慶，
迅速達到夏季高溫標準。
而在此一輪高溫中，三峽

庫區首當其衝，其中巫山縣最高溫
一度飆升至38.9℃。
記者在重慶市中心看到，在灼熱

的陽光下，往日熙熙攘攘的街道
上，行人變得十分稀少。記者從當
地多家景區了解到，近期高溫帶動
了重慶近郊「避暑」旅遊產品的熱
銷，金佛山、仙女山等「清涼」景
區，停滿了主城來的私家車。另
外，市內的水上樂園、游泳池也是
人滿為患。記者從重慶市人防辦獲
悉，6月上旬重慶便啟動「百日納

涼送爽工程」， 開放了可同時接納
1.6萬人納涼的107個防空洞，為歷
年之最。
另據重慶市氣候中心預測，今年

重慶超過35℃的高溫天，將比往年
同期偏多3至5天；極端最高氣溫將
達到38℃至40℃，伏旱天氣或偏
重。

熱浪 神州烤炙
民眾奇招消暑
中央氣象台顯示， 8日至10日，江南大部、江淮西部、華南北部、重

慶、貴州東部等地將持續35℃以上高溫天氣，江南的部分地區最高
氣溫可達37℃至38℃。

福州持續「高燒」不退，酷暑難
耐。在已經連續9天發佈橙色高溫
警報的福建省福州市，有民眾在私
家車裡試驗做鐵板料理，無論花
蛤、牛肉、明蝦，幾乎全部熟透。
這位網名叫「騷年」的福州網友，
將私家車停靠在福州華林路上一處
停車場內。從中午12時起，把花
蛤、牛肉、明蝦、花菜、雞蛋等生
的食物包進錫紙裡，用鐵盤盛好，
放在前擋風玻璃內，測量車內儀錶
盤表面溫度高達82℃，令人咋舌。
下午17時許，現場端出滾燙的鐵
盤，發現錫紙內的料理基本都熟
了，花蛤全開了口，蝦肉也完全結
實，只有大片的牛肉未熟透。

據統計，僅在福州城區，35℃以
上的高溫每日持續超過5個小時，
局部地區最高溫度逼近39℃。除了

游泳，不少民眾也想出消暑的新花
招。一位福州市民稱，夜間睡覺時
可將大冬瓜洗淨抱 入眠效果十分
好，也有人質疑其效果。更為驚人
的是，為了降溫，居然還有民眾在
衣服內安裝小風扇，但專家提醒，
汗水亦會引發短路，也容易造成危
險。

私家車內82℃
花蛤蝦肉全烤熟

火爐城市是中國對夏季天
氣酷熱的城市的稱呼。科學上用出現
35℃以上高溫日的多少，以及極限高溫
數值和相對濕度綜合來衡量一個城市的
炎熱程度，一年中最高氣溫超過35℃
的日子達20天以上，而且出現過40℃
以上的高溫天氣，大家把這樣的城
市稱為「火爐」。
四大舊火爐：長江流域的南昌、

重慶、武漢、南京四大夏季氣候炎
熱的大城市被傳稱為「四大火
爐」。從歷史氣象資料分析，這4座
城市夏季高溫天氣多，夜間氣溫
高，空氣濕度大。
四大新火爐：全國最近10年(2000年-

2009年)高溫天總數列前十的大城市，10
年來的總計高溫天(氣溫超過35℃)全部超
過200天，其中超過300天的大城市有5
個。海濱城市福州以10年375個高溫天名
列榜首，其次是杭州(355個高溫天)，再
次是重慶(343個高溫天)，第4位是長沙(326
個高溫天)。武漢10年共305個高溫天，平
均每年30.5個，名列第5，排名第6位至第10
位的城市分別是海口、南昌、廣州、西

安、南寧。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熱浪襲神州！內地炎熱天氣持續，中央氣

象台已連續9天發佈高溫預警，為此，香港

文匯報特派出記者分赴福州、杭州、重慶、

長沙、武漢這5個被稱為新舊「火爐」的城

市實地採訪，發覺新「火爐」之首的福建省

福州以38.6℃創下了今年氣溫新高，當地網

民測試太陽下汽車內的溫度高達82℃，仿如

火爐可煮熟食物。此外，採訪過程中，發覺

各地民眾為了消暑，更各出奇招。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曹真真、王穎、

楊毅、肖晶，實習記者傅龍金連線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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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最近的氣溫不斷刷新
高溫紀錄，高溫天氣已持續
一周，武漢中心氣象台亦發
佈了高溫黃色預警。根據天氣

預報，未來幾日，武漢市民繼續受到酷暑高溫的煎
熬，最高溫甚至可能突破37℃，進入中暑危險期。
武漢的一些室外公共娛樂場所紛紛增設噴霧和大

型風扇等降溫設備。例如在武漢歡樂谷，通過大型
管道系統，水流直接接入各個景點，在樹上形成噴
霧點。武漢市城管局為一線作業的清潔工人配備冰
凍酸梅湯或綠豆湯，人丹、十滴水、清涼油、風油
精等防暑用品人手一份，為保證環衛工高溫作業的
安全調整作業時段，午間高溫時段用機械作業代替
人工作業。
據內地有關專家分析，今次出現的罕見高溫，是

由於在大陸高壓的控制下，氣流下沉，晴朗或多雲
的天氣有利於吸收太陽輻射所致，而連日以來的高
溫天氣又積蓄了一定的熱量，所以導致氣溫「爆
棚」。

戶外工作者
人手一份解暑藥

武漢

福州

高溫下等巴士是一件讓
人眩暈的事，7月起杭州
市巴士公司開始試點在巴
士站開啟噴淋降溫系統。
噴淋設備由站務員手動開
啟，隨 等車人的增多，
噴淋的時間間隔會減短，
噴淋的延續時間會延長。
「噴霧的水是純淨水，每
次噴淋能使範圍內氣溫降
低5℃左右。這個系統從
2010年5月份開始試行，
目前有3個試點，包括靈隱巴士
站、汽車西站和大關公交中心
站。」巴士公司職員告訴記者，
「由於乘客的反應很好，目前正考
慮加大試點。」
記者隨機採訪了幾位候車的乘

客。來自河南的李女士帶 兒子來

靈隱燒香，一個上午下來早已汗流
浹背。靈隱巴士站的噴淋降溫讓李
女士的兒子欣喜不已，他頭向上仰
，貪婪地呼吸 水汽。「這套設

備我們河南沒有，我覺得非常好，
在炎熱的夏天為我們帶來了一絲清
涼。」

火爐酷暑難耐
車站噴霧送涼

杭州

避暑旅遊熱銷
市內泳池迫爆

湖南連日接受 高溫的考驗，部
分地區可能刷新今年最長連續高溫
紀錄，長沙、株洲、湘潭等8市部
分地區出現37℃以上高溫，且高溫
天氣還將進一步擴張。
高溫愈演愈烈的同時，湖南各地

「清涼經濟」也持續升溫。長沙多
家大型超市、商場發現，空調、電
風扇等熱銷；涼席、蚊帳、驅蚊用
品等被擺在顯眼位置；防曬霜、
帽、遮陽傘等各式防曬用品受到市
民「熱捧」，愛美的女士出門從頭
到腳「全副武裝」。
持續的高溫天氣也促使用電負荷

一路攀升。電力部門預計，今年夏
季湖南電網統調最大用電負荷將接
近2,000萬千瓦，同比增長10.6%，
用電負荷也將再次創出新高。不
過， 湖南電力部門表示，截至6月
末，湖南電網統調火電存煤704萬

噸，創造歷史存煤最高紀錄，比去
年同期高出502萬噸。也就是說，
今年夏天湖南電煤存儲量充足，在
正常情況下可滿足迎峰度夏期間用
電需求。

長沙
空調風扇熱銷
用電負荷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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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持續高溫，民眾紛紛走出家門納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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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民眾在噴霧下等候巴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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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匆匆走過重慶地標─解放

碑。 香港文匯報記者袁巧攝

■長沙市民在烈日下騎行。 新華社

內地火爐
新舊四大

重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