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夏的“火热哒哒滚”，不是嘴
巴说说的，而是靠一个又一个的高
温日（日最高气温≥35℃）“实打
实”堆出来的。

我市于5月20日入夏，并于5
月26日迎来首个高温日。大范围、
持续性高温则集中在七八月间，大
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7月2日到7
月11日、7月16日到7月23日、7
月31日到8月27日。

“到8月31日，全市平均高温
日数为47天。”宁波市气象灾害应
急预警中心主任钱燕珍说。

全市范围内，余姚“烧”得最厉
害：8月3日最高气温达到41.5℃，
创今年夏天最高气温纪录；更是连
续14天出现38℃及以上的高温
日。

余姚的热，与地形有关。南高
北低,中间微陷，牢牢“锢”住太阳
辐射带来的热量和副高带来的下
沉气流，不易扩散。

除了高温日数多，今夏让人直
呼“受不了”的还有从早热到晚，日
最低气温多在26℃以上，有时甚
至直逼30℃，而且日最低气温在

一天中持续的时间十分短，如昙花
一现，让人不得不为“蒸笼”岁月
愁。

一般来说，夜间气温降到
26℃及以下时，体感会比较舒适，
能安然入睡；气温升至27℃时，就
需要电风扇“助力”；气温达到
28℃-29℃，体感会比较闷热，需
要空调降温。

“气温降不下来，一方面是因
为白天气温高，降温需要更长时间，
另一方面跟城市‘热岛效应’有关，
热气散不出去。”钱燕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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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热哒哒滚”！
谁在“拱火”？

“真正热死”已经成为这个夏天很多人的口头禅。
从7月到8月，从白天到夜晚，高温身体力行“起得比

鸡早，睡得比狗晚”。
来自市气象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到8月31日，全市

平均高温日数已达47天；而刚刚结束的8月，全市平均气
温31.1℃，较常年同期偏高2.6℃，达到 1953年有气象记
录以来的历史第一。

今夏为什么会“火热哒哒滚”？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
“副高”）该不该背“这口锅”？还有没有谁在背后“拱火”？如
果说高温成为夏天的常态，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我们
一起来聊聊！

8月气温偏高2.6℃，创纪录

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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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暑虽然难熬，但也快要熬过去了。
市气象台在9月1日发布的消息中

提到，9月2日后期到9月3日，受弱冷空
气渗透影响，高温或将按下“暂停键”；后
期受海上东风影响，雨水增多，气温也将
进一步下滑。

此外，目前太平洋上有一个台风胚胎
正在发展，之后不断吸取海上能量，预计
9月上旬可能发展为今年首个秋台风，并
有可能登陆我国。

“高烧”渐退，留给我们的“思考题”还
有很多——

比如降水。
今年 1 月以来，全市平均降水量

1156.7毫米，较常年同期（1110.3毫米）偏
多4.2%；8月，全市平均降水量75.1毫米，
较常年同期（213.4毫米）偏少64.8%。

一边是好消息，今年至今为止，降水
量整体持平；一边是坏消息，受大范围、持
续性高温影响，今年7、8月降水量明显偏
少。

在坏消息和好消息的背后，从长时间
序列看，雨日有减少的趋势，降水量却变
化不大，这意味着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出现
的概率变大，潜在危害也在增大。

举个简单的例子：经过夏天长时间
曝晒，山间土壤已经变得松散，如果雨
是“润物细无声”地下，有助于土壤重新
吸收水分；可一旦碰到短时强降雨，干
燥的土壤无法瞬时吸收，容易引发地质
灾害。

又比如高温的常态化。
“气候变暖是大势所趋。未来不一定

会出现极端高温天气，但是夏季的高温或
将成为一种常态。”钱燕珍说。

以农作物为例，一两年间或许感觉不
到它的变化，但当夏季高温成为一种常
态，从更长的时间序列来看，农作物的生
长周期、分布都有可能发生演变。

“这也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生活方式
的调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确保生活质
量的同时，要更多考虑像绿色出行等更为
环保的生活方式，减慢全球变暖的速度。”
钱燕珍说。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虞南

把今夏“火热哒哒滚”这口
“锅”完全甩在副高身上，副高恐怕
也是要“喊冤”的。

因为，夏天热不热，除了看副
高，“还有两个重要影响因素，冷空
气和台风。”钱燕珍说。

如果你仔细留意就会发现，7
月11日到7月16日、7月24日到7
月30日，影响我市的高温曾有过
两段短暂的“喘息”。其中，前一段
主要受副高北侧冷空气渗透影响，
后一段则是今年第3号超强台风

“格美”的影响。
换句话说，只要冷空气和台风

“给力”，副高也不是“铁板一块”。
偏偏这两位在今夏的表现又

很“拉胯”。
尤其是台风，“每年到8月下

旬，一般会生成13、14个台风，而
今年只有10个；‘格美’影响前，更
是只生成了2个台风，远低于常年
同期的5.9个。”钱燕珍说。

从体量上看，副高要比台风大
很多，也强很多，因此大部分时候都

是副高影响台风的移动路径，“但副
高要维持自身的强度，也要不断吸
取能量，因此就会有周期性变化，如
果台风刚好在此时生成，就有机会

‘攻其不备’，就像我们平时在夏天
感受到的那样。”钱燕珍分析。

今年，台风除了生成数量少，
而且普遍给人一种“发育不良”的
感觉，根本没有实力和副高对抗。
再加上副高西伸明显，从而今年的
台风在移动路径上有一个明显特
点：在比较东的位置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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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范围、持续性高温的出现，
毋庸置疑是副高的“杰作”。

不过，副高年年有，今年又有
何不同呢？

我们在提到副高时，不得不提
到一条“588线”。这不是一条真实
存在的线，而是气象预报员在高空
500百帕（大约 5500 米高空）等压
面上绘制的一条等值线。

简单来说，“588线”围起来的
区域就是副热带高压占据的地盘，
一般呈椭圆状，东西较长，南北较
窄。

通常，副高和“588线”是待在
洋面上的。等到每年夏天，它们就

开始“动作不断”，北抬、南压、西
伸、东退……进而影响天气变化，
被围住的区域常常是高温少雨，
而边沿或外围区域则容易出现降
雨。

回头来看今年，副高长驱直入
内地，“588 线”围住的范围特别
大，覆盖整个长江中下游到江南一
带。也正是因为副高“走得太远”，
连平时很少被提及的“592线”也
跟着上岸了。

和“588线”一样，“592线”也
是一条等值线。如果说“588线”代
表副高的“主力部队”，那么“592
线”就是副高的“精锐部队”。它刚

好笼罩在华东地区上空，无疑是将
“火力”开到最大。

偏偏今年的副高还特别“懒”，
盘踞在长江中下游到江南一带后，
就再也懒得腾挪闪转。

副高深入内陆，还带来一个副
作用：与大陆高压相遇，联手形成
一个稳定的暖高压带。2022年的
高温热浪天气，就是副高和伊朗高
压、大陆高压联手造成的。

“副高的强与弱，本身有周期
性变化，但从更大的时空范围来
说，跟整个大气环流，包括厄尔尼
诺现象、拉尼娜现象都有着密不可
分的联系。”钱燕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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