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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持续在线

“高压锅”式热浪来袭

四川高温一直“煮”到本周日

成都高温下的“百态人生”：

有人离不开风扇空调有人更爱“自然凉”
最近几天，成都好似“蒸笼”，不少

网友调侃，天气热得像“烤盘”，走在街
上都是“熟人”……

7月7日，成都市气象台对4日9时40
分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进行第3次
确认。

气温居高不下，成都人如何消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走上街头，
带你看高温下的“百态人生”。

1
小区门卫：

最近更喜欢上夜班

在成都市青羊区光华东五路一个
小区门口，记者看到，这里摆放着一把
大型遮阳伞和一架雾化电风扇，门卫张
先生站在遮阳伞下开展日常工作。

张先生说，他们的工作分为白班和
夜班，12个小时一班。他说，30多摄氏
度的高温下，上白班很热，夜班虽然没
那么热，但要和蚊子“斗智斗勇”。尽管
如此，他表示，最近几天确实比较热，更
喜欢上夜班。

面对成都持续的高温天气，张先生
说：“物业公司也采取了应对高温、降温
避暑的措施，特别是针对门岗工作人
员，配发了遮阳伞、雾化风扇、清凉饮
品、藿香正气液。”

2
网约车司机：

坐垫不是一般的烫

祁先生是一名网约车司机。30多年

前，他从青海来到四川，在成都安了家。
如今，说着一口地道四川话的他称自己
是“半个成都人”。谈及成都和家乡的天
气时，他说：“还是成都要热一点。”

这两天，成都气温居高不下，祁先
生说：“刚坐进车里时，坐垫都是烫的，
不是一般的烫。”他说，出车前，他会提
前将车内空调打开，等温度降下来再坐
进车里。

祁先生说，车内开了空调，他觉得
不是特别热，但最近几天有乘客反映车
内很热，但空调温度已调到最低，只能
调整出风口，尽可能让乘客凉快一点。
他还说，最近订单比较多，“可能是因为

太热大家都不想走路。”

3
茶馆老板：

为消暑熬制冬瓜绿豆汤

杨女士一家是乐山人，在成都做了
近10年生意，现在他们一家在成都抚琴
街南一巷经营着一间茶馆。

走进抚琴街南一巷，这里有几间茶
馆并排营业。巷子中间几棵树为茶客
们提供了天然的乘凉场所，巷子入口处
摆放着20多张小茶桌，上面撑着各种各

样的遮阳棚和遮阳伞，茶馆门口大多都
放着一台电风扇，在这炎炎夏日为大家
提供着一方纳凉地。

张女士经营的茶馆在巷子稍里处，
她说：“在室外多坐一会儿衣服都要被
汗水打湿，即使开两台电风扇也无济于
事。”她说，正因为如此，最近茶客也变
少了。

此外，杨女士一家还经营着一家餐
馆，就在茶馆隔壁。为了解暑，他们经
常会熬制一些冬瓜绿豆汤，受到客人的
追捧。

4
88岁茶客：

自然风吹起来更舒适

在抚琴街南一巷的一间茶馆里，一
位银发老人拿着一把不大的扇子，安静
地坐在藤椅上。

王奶奶今年88岁，对她而言，自然
风吹起更舒服，到茶馆纳凉、去公园散
步就是最好的消暑办法。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我吹了风
扇和空调会不舒服。”王奶奶说，她更喜
欢扇子带来的丝丝凉意。

记者注意到，除了扇子，王奶奶还
准备了一块方巾，用来擦去额头上的
汗。“我出门一般都会带扇子和汗巾。”
王奶奶说。

最近，王奶奶也觉得气温高了不
少，热了不少。有时热出汗了，她也愿
意打开风扇，隔得远远地感受这份夏日
清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苟春摄影报道

门卫张先生在
遮阳伞下工作。

7月7日，成都抚
琴街南一巷，不少市
民在此喝茶纳凉。

7月7日，隆黄铁路隆叙段泸州沱江铁路特大桥施工现场，工人们冒着高温坚守
一线。 蜀道集团供图

倏忽热浪至，因循小暑来。7月7日
10时38分，我们迎来小暑节气，此时节暑
气正浓，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炎热季节。

四川人已提前“进入状态”。
自7月4日四川省气象台发布今年首

个高温蓝色预警以来，四川各地气温日
日攀升。6日，四川三地更是包揽了全
国“高温榜”前三名。

这一轮高温天气“火力”有多猛？
气温何以居高不下？7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四川省气候中心
以及四川省气象台。

四川16个县站
热出历史新高

哪儿凉快去哪儿待着？可高温天
气没给我们机会。

四川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范围最
广、强度最大的高温天气。据四川省气
候中心监测，7月6日，四川最高气温出
现在乐山马边以及宜宾高县，均达到
40.7℃。是的，这就是6日包揽全国“高
温榜”前三名的其中两个地方。另一个
地方是成都简阳，气温达到40.4℃，为该
站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高。

这样的热，是要“载入史册”的。7月
6日，四川16个县站热出了历史新高度，

分别是安州、宝兴、都江堰、峨边、广汉、
简阳、理县、马边、绵阳、绵竹、名山、青
川、天全、新都、荥经、中江，涉及绵阳、雅
安、成都、乐山、德阳、阿坝、广元等市州。

就成都而言，高温也是全覆盖。7
月6日，成都市14县站均出现高温天气，
除蒲江外，其他13个县站均为今年以来
最高，其中都江堰、简阳、新都3县站为
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高，分别达到

36.9℃、40.4℃、38.7℃。

“高压锅”加大火
一直“煮”到本周日

一般来说，造成我国北方地区高温
过程的是大陆高压，造成南方高温天气
的则是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但这
一次，北非-伊朗高压加入了。据中国

天气网消息，北非-伊朗高压向东发展，
和大陆高压连成一片，在我国西部高原
形成一个异常强的暖高压。

“由于大陆高压长时间控制四川上
空，导致大气中盛行下沉气流，因为气
块在下沉的时候，上面气压低，下面气
压高，气块会被压缩，导致其内能增高，
温度上升，再加上晴空辐射作用，共同
推动气温升高。”四川省气象台首席预
报员吕学东说。

这样的热度还将持续。据四川省
气象台预计，7月10日以前，四川都是高
温晴热天气为主。7日-9日，盆地大部、
攀枝花市和阿坝、甘孜州东部的部分地
方及凉山州北部东部日最高气温可达
35℃或以上，其中盆地部分地方将超过
38℃。

10日，四川省大部晴转多云，盆周
山区和攀西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1
日-16日，盆地中西部、川西高原和攀西
地区多阵雨或雷雨。

成都的“热度”也将持续居高不
下。7日16时，成都市气象台对3日16时
发布的高温蓝色预警进行第一次更新：
受青藏高压影响，4日到7日成都出现了
持续性高温天气，预计未来3-4天，成都
各区（市）县仍将连续出现日最高气温
35℃以上的高温天气，东部部分地方可
达37℃以上。

王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实习生周吴军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