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刚过去的7月，四川人经历了前所
未有的“烤”验。8月3日，记者从四川省
气候中心获悉，7月四川天气创下多个纪
录——全省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
26县站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大值，全省
平均高温日数为历史同期最多，高温最
长持续时间排同期历史第一。

热得早、热得猛

据国家气候中心数据，进入本世纪
以来，全国大范围持续高温发生的典型
年份有2003年、2013年、2017年等。总
体来看，今年的高温天气开始时间早于
上述3年。

这个7月，四川全省平均气温为历
史同期最高，为25.8℃，偏高2℃，其中资
中偏高3.7℃；在156个国家气象观测站
中，全省有 127 县站出现了最高气温
35℃以上的高温天气，有65县站最高气
温超过39℃，29县站超过40℃。其中，
有26县站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大值。

宜宾筠连 7 月 15 日最高气温达
43.4℃，为今年以来全省气温最高值。

热得久、热得广

7月，全省平均高温日数11.7天，较
常年同期偏多8.6天，为历史同期最多。
其中，盆地大部高温日数为10～22天，
盆中、盆东北的高温日偏多了 10～15
天。高温打卡“冠军”是泸州古蔺，高达
24天。此外，全省共有85县站高温日数
为历史同期最多。

高温不仅“出勤率”高，而且还连着
来。7月，高温最长持续时间全省平均为
7.5天，57县站高温持续时间超过10天，
盐边、米易站高温持续时间达15天。

热浪不只波及四川。7月10日，上
海徐家汇站最高气温达到40℃，是上海
有气象记录以来发生最早的一个40℃
高温日；12日，浙江杭州气温突破40℃，

创下极端高温最早纪录……

降雨少、旱情重

7月，四川没有区域性暴雨过程发
生，全省平均降水99.6毫米，偏少50%，
为历史同期最少，有35县站降水为本地
历史同期最少，其中威远、资中等地降水
量不足10毫米。

根据四川省伏旱标准监测，至7月
底，全省先后有82县站出现伏旱，其中
轻旱57站，中旱25站，旱情主要集中在
盆东北、盆中及盆南。

干旱导致玉米、水稻等农作物生长
受到影响，部分无水利灌溉的稻田出现
不同程度开裂。

7月中旬以来，分散性局地降水天气
过程缓解了部分地方旱情，但到目前，新
津、新都、龙泉驿、中江、仁寿、汉源、广
元、雁江、简阳、安岳、乐至、东兴、资中、
威远、合江、古蔺、荣县等17县站旱情仍
持续。

天热用电多
制冷耗能创近40年之最

在持续的高温天气影响下，空调、空
调扇等大功率电器频繁且长时间使用，
造成用电负荷大幅度攀升。

7月，全省平均制冷耗能为65.7度·
日，较常年同期偏多40.2度·日，为近40

年来最多。
制冷耗能最多的是广安武胜，达

157.2度·日；增幅最大的是内江资中，偏
多99.4度·日。

只有在川西高原，凉爽是“天然”的，
7月，川西高原制冷耗能大部为0度·日。

“烤”验继续
8月四川持续偏热少雨

进入8月，“烤”验还会继续。
四川省气候中心预计，8月全省平均

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平均气温较常
年同期偏高。川西高原北部（阿坝州北
部）、盆地东北部（南充、巴中、达州、广
安）、盆地西北部（广元）平均降水量较常
年同期偏多10%～20%，省内其余地区
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10%～
20%。

盆地南部(自贡、宜宾、泸州)、盆地中
部(资阳、遂宁、内江)平均气温较常年同
期偏高1.0℃～2.0℃，省内其余地区平均
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5℃～1.0℃。

/温/馨/提/示/

8月是防汛关键期，同时，高温少雨
的天气，也将给生活生产带来影响，提前
做好这些很重要：

▶继续加强地质灾害易发区和隐患
点的监测及预警，做好山洪、滑坡、泥石
流、崩塌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

▶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电、局地
阵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

▶受高温少雨天气影响，盆地中部、
南部旱情仍在持续，各地应抓住降水过程
及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合理调配农田水
利工程蓄水保水，尽量减轻干旱危害。

▶注意防范因高温晴热天气造成用
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
过大而引发的火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冰清
实习生周吴军艳

07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2年8月4日 星期四 责编龚爱秋 版式易灵 总检张浩四川

7月四川天气创下多个高温纪录

全省平均高温日数11.7天 为历史同期最多

针对夏季臭氧污染和秋冬季颗粒物
污染管控，成都有了更科学精准的管控
举措。

8月3日，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召开新
闻通气会，解读新修订的《成都市重污染
天气应急预案（2022年修订）》（简称《重
污染预案》）和《成都市臭氧重污染天气
应急预案（2022年修订）》（简称《臭氧预
案》）。这两个“上新”的预案中，《重污染
预案》用于防范秋冬季颗粒物重污染天
气，《臭氧预案》用于防范夏季臭氧重污
染天气。

调整臭氧预警启动条件

《重污染预案》按照重污染天气的发
展趋势和严重程度，将重污染天气预警
划分为三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黄色
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同时，《臭氧
预案》也按照臭氧重污染天气发展趋势
和严重性划分为三个等级，由低到高依
次为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但
是下调了黄色、橙色预警启动条件。

目前，成都平原各城市均统一执行
臭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的启动条件。

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根据全市和各区（市）县空气质量趋
势预测预报结果，新修订的两个预案都
可以对全市范围或部分区（市）县实行分
区域、分级别发布预警信息，实现分区分
级精准管控，最大限度减少对正常生产
生活的扰动。

例如，《重污染预案》启动黄色预警
时，管控范围为中心城区和郊区新城的
城市化管理区域；启动橙色预警时，范围
扩大为全市。《臭氧预案》启动黄色预警
时，管控范围为中心城区；启动橙色预警
时，范围扩大至中心城区和郊区新城的
城市化管理区域。

实现最优减排比例

另一方面，两个预案进一步科学统
筹管控措施，以实现最优减排比例。

具体而言，按照四川省应急预案刚
性要求，启动臭氧或颗粒物为主要污染
源的重污染天气黄色、橙色和红色预警
期间，减排量均要分别达到全社会总排
放量的10%、20%和30%以上。

经科学精准测算各类应急管控措施
的组合协同，成都市此次确定“重污染预
案”的减排量比例分别为10.6%、20.8%、

31.2%，“臭氧预案”的减排量比例分别为
10.5%、20.8%、31.5%，“这样既达到硬性
要求，又最大限度减少影响。”

同时，在对应急减排措施的优化完
善上，将优化车辆特别是货运车辆限行
时间、限行区域、限制排放阶段，针对性
加强移动源管控。细化施工工地不同预
警级别下的管控作业工序类型，并加强
生活面源污染管控。

此外，两个预案在减排区域、减排
措施等方面进一步细化和优化了应急
减排措施。对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减
排清单的工业企业，进一步优化“一厂
一策”差异化减排方案，对不能立即停
产或停产易出现安全隐患的企业实行
分批次轮产。

强化预警豁免政策

成都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两
个预案要求，在预警期间，对列入限
（停）产、轮产减排名单的涉及大气污染
物排放的工业企业，要严格按照重污染
天气应急减排“一厂一策”方案（包括轮
产减排方案）执行限（停）产、轮产减排
措施。对列入年度落后产能淘汰计划

的涉及大气污染物排放的设备（生产
线）全部停用（停产）。同时，在臭氧重
污染天气预警期间，每日8:00至18:00
将禁止油罐车装卸汽油作业（绿色标杆
加油站除外）。

此外，预警豁免政策此次也被强化。
在两个预案的黄色、橙色和红色预

警期间，对A级、B级和引领性工业企
业，绿色标杆工地，绿色钣喷汽修企业，
绿色标杆加油站，新能源货运车辆和工
程机械，应急抢险工程、特殊车辆、开展
紧急检修作业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等，实
施不同程度的豁免政策。

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透
露，眼下正组织专家技术团队深入开展
科技帮扶，通过“一对一”问诊指导，帮
助有意愿、有基础、有条件的企业打造
绿色标杆或者示范引领企业。截至目
前，全市打造A级、B级和引领性工业
企业77家，C级（非最低等级）工业企业
365家，绿色标杆工地1032个，绿色加
油站106个，绿色钣喷汽修企业752个，

“既增强企业绿色竞争力，又起到好的示
范作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应对污染天气“上新”两个预案

成都将分区分级精准减排管控

▲7月四川最高气温
大于35摄氏度高温
日数分布图。

◀7月上旬四川高温
天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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