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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才算是“火炉”？老

百姓理解就是天气热，但是
究竟热成什么样，才能约定
俗成被人们称为“火炉”呢？
昨天，余志豪教授第一次将
全国近十年的气象资料梳理
了一遍，他告诉记者，若想找
到受全球变暖引发的新“火

炉”，必须先把最热、最异常
的那几年挑出来，然后再从
这些异常的年份里挑出最热
的地区。以 1951年以来全
国年平均气温来说，排在前
八位的分别是 2006、1998、
1999、2002、2004、2001、

2003和2005年，可以看出，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
的增温趋势很明显，而 2004
年 -2006年这连续的三年
时间又是这十几年来最为异
常的连续期，以此来考量新
“火炉”是比较科学的。不仅

如此，“火炉”还得满足以下
条件：高于 35℃的高温日数
多、夏季极端最高气温很高、
持续高温时间长，这样的话，
“火炉”才真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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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综合考察，令人惊

讶但又不意外的结果出来
了，新疆吐鲁番仍然是全国
最热的地区，这一点丝毫不

奇怪，历史上就有火焰山的
传说，如今这个全国高温中

心不仅威力不减当年，反而
屡创纪录。专家告诉记者，该
地区去年夏季的高温日达到
了85个，几乎天天是高温，
特别是自 7月 28日至 8月
10日 连 续 14天 超 过 了
40℃，8月 1日最高气温达
到了47.7℃，为全国之最，更
是突破了历史极值。不仅如
此，该地区2005年也曾出现
过 45.4℃的罕见高温，2004
年最高气温也是 40-46℃，
可见，全国最著名，也是最名
副其实的“火炉”就是这个

地区。这个地区的高温遥遥
领先全国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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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新疆吐鲁番这一全

国著名的“火炉”外，另一大
高温中心出现在上海和浙
江，这多少出乎专家的意料，
特别是上海让余志豪教授感
到奇怪，因为按照气候原理
来说，上海靠海，该地区多高
层建筑，因此夏天应该会有

很多风从高层建筑的夹缝中
穿过，产生“狭管效应”，这
种优势是许多城市不曾有
的，所以在上海应该是很难
感觉热得无法忍受。但是统
计结果发现，2004-2006年
三年里，上海的年平均气温

都位居各省（直辖市）的前
列。2004年是第二名，而

2005和2006年均为全国第
一名。余志豪教授笑着说，如
果仅从这个资料来看，如果
南京称得上 “火炉”，那
“火”是烧不过上海的。与上
海并驾齐驱，成为新“火炉”
的则还有浙江，其气温上升

的势头也在南京之上，去年
浙江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
40℃以上，而南京才38.6℃，
显然不是在一个档次上了。
因此余志豪认为，以往的长
三角高温中心，正在由南京
逐渐转向上海、浙江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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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除了南京这个

旧“火炉”外，还有重庆、武
汉两个“火炉”，如今，它们
的命运截然不同。余志豪教
授告诉记者，以往武汉成为
全国的“火炉”，依仗的就是
该地区两大特色，其一当然
是强大的副热带高压，另外

一方面也是当地丰富的水网
提供了水汽，造成闷湿难受
的天气，但是从近三年的表
现来看，武汉的年平均气温
已经排不到前列了，只是夏
天的高温日还位列第三，因
此只能说是勉强及格，但已

经不像以往那么明显了。重
庆则依旧保持着“火炉”的

本色，特别是去年，重庆万
县、奉节等地区夏天高温日

达到了57天，仅次于新疆吐
鲁番的85天。

QR%S45$TUVW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翁教

授也寻找了中国“火炉”，他
告诉记者，所谓“火炉”，是
老百姓的一种通俗说法，他
的个人理解是夏季气温高，
人们感觉炎热。他翻看了一
下全国气候图，这里有最详
细的每个区域的月平均气

温，他告诉记者，若想成为
“火炉”，不是那么简单的，
必须有稳定的系统控制，同
时还要有地形状况，比如盆
地、水网丰富等等。所以如果
说是“火炉”，那么最好选择
7月份这一月来考量，资料

显示，7月份月平均气温高
于 34℃以上的区域只有一
个，那就是长沙以南，包括湖
南南部、浙江中西部，沿着广
东、江西边界这一块地方，特
别是围绕鄱阳湖这一区域，
虽然地方不大，但其中有一

些不知名的县城夏季屡有惊
人之举，南京、重庆等知名
“火炉”在这方面是望尘莫
及的，只是由于那里的信息
闭塞，关注度不太高，影响力
不大，因此不像大城市这样
一有高温就广为人知。

气候变暖打破了医院的
门诊规律，疾病的发作也不像

以前那样有“节奏”了，记者
在近日的调查中发现，呼吸道
疾病、过敏性疾病、虫媒疾病、
精神疾病、皮肤疾病都打破了
这个规律，提前发病或者不分
季节地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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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中医院呼吸科副

主任史锁芳就有着这样的感
受，“像哮喘的病人，以往都
是在春秋季节比较多，但今
年却不分季节了，冬天接诊
的哮喘病人并不比暖和的春
天少。”他说，往年的冬季，
哮喘病人并非是门诊的主要

群体，但今年冬季，哮喘病人
却明显增多，差不多是往年
同期的两倍。而且，哮喘的发
病现在也不分季节了，一年
四季都可发病。记者在该院
呼吸科病房看到，病房已经
住满了病人，不少是慢阻肺、

哮喘复发的患者。
55岁的陈女士就是饱受

哮喘折磨的患者，往年她的哮
喘一到春暖花开的三四月份
就复发，但今年 1月初，她的
哮喘就提前发作了。

史锁芳介绍，气候变暖

还可使空气中某些有害物
质，如真菌胞子、花粉和大气
颗粒物随温度和湿度增高而
浓度增加，使人群中患过敏
性疾病如枯草热、过敏性哮
喘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发
病率增加。在气候变暖的大

环境下，体质较弱者尤其是
有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患者，
应注意常开门窗通风换气；
多喝开水；注意保暖，从而避
免呼吸道疾病的发生或减轻
其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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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有 “菜花黄，痴子

忙”的说法，这是说每年的春
季也是精神疾病的高发时
期。但这个说法渐渐失灵了。
由于气候变暖，精神疾病的
发病高峰提前到来。在今年
的一二月份，南京脑科医院
的 450张病床，就已住满，而

往年这个时候，最多才用 1/3
的病床。

南京脑科医院精神科主
任谢世平博士认为，因为气候
变暖，大脑调节功能降低，使
机体发生生理、生活方面的改
变，出现代谢紊乱，从而导致

人体的认知、情感、行为和意
识等精神活动失常，尤其是以
前患过精神疾病的患者或者
是心理素质比较差的人群，更
容易诱发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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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暖还带来了皮肤

病患者的提前大量出现，记者
近日在南京市第一医院、中大
医院等医院的皮肤科了解到，
最近日光性皮炎的患者比往
年同期要增多两成左右。22
岁的小陈，上个星期和大学同
学出去游玩，四天旅程结束

后，他和同行的同学中，有三
个皮肤被晒伤，外露的皮肤上
出现红斑，有烧灼、刺痛和肿
胀的感觉，医生诊断为日光性
皮炎。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非黑
色素瘤皮肤癌的发生率在

2050年后可增加 6%-3.5%。
专家介绍，预防日光性皮肤病
最主要的措施，就是避免过多
的日晒、暴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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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都是过了梅雨蚊

子才增多，现在蚊子怎么就这
么多啊？”很多市民有这样的
感受。其实，今年的蚊子在三
四月份就出现了，不仅早，而
且很“凶猛”。除了徐先生外，
不少市民感到最近蚊子的确
增多，住在城郊接合部的市民

感觉更明显。南京市疾控中心
的监测和调查发现，每年的
6-10月份是蚊子的活跃期，
但和往年同期相比，因为气候
变暖，今年的蚊子不仅提前出
现，而且现在的蚊子密度也明
显上升，因此很多市民感到蚊

子增多。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主任医师、环境与放射防
护科科长陈晓东介绍，全球
变暖还会带来的一个危害，
就是虫媒传染病的增多。像
蚊子能传播乙脑、疟疾、丝虫

病、登革热等多种传染病，像
中华按蚊就容易传播疟疾，
白纹伊蚊会传播登革热，淡
色库蚊会传播淋巴丝虫病、
班氏丝虫病等。

据介绍，昆虫的活动除受
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外，受气

候因素的影响也很大，其中以
受温度的影响最为显著。如大
多数蚊类发育和活动的温度
范围为 10～35℃，适宜的温
度为 25～32℃，若低于 10℃
时，就要滞育而进入越冬状
态，而温度升高会增加蚊虫的

繁殖力和叮咬率，而且使昆虫
体内病原体的致病力增强。如
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虽然可
在蚊虫体内长期保存，但在
20℃以下时，病毒在蚊体内
的量较少；25～32℃时，病毒
迅速增多，毒力也随之增强。

自全球变暖以来，不仅冬天越
来越温暖，使一些媒介昆虫成
功越冬，并在春天提前活动形
成密度高峰，且滋生繁衍季节
延长，虫媒病的发生和流行也
随之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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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对公共卫生防

病体系也提出了挑战，专家介
绍，气候变暖可以增加一些传
染病的发生几率，尤其是一些
在夏季、秋季气温较高季节才
多发的传染病，在冬春季节也
容易出现多发趋势。
“今年提前入夏，红眼病

的发病高峰也随之提前！”六
七月份才是“红眼病”的就诊
高峰，但今年“五一”长假过
后，南京几家医院眼科接诊的
“红眼病”患者就频频出现。
医生认为，往年的“红眼病”
病人一般在 6月底才大范围

出现，今年天气比较怪，入夏
提前，最近天气湿热，细菌、病
毒容易繁殖，“红眼病”就更
容易传播。

疾控专家介绍，除了“红
眼病”外，气候变暖还易让一
些夏秋季节流行的疾病，在冬

春季节出现多发趋势，比如腹
泻、伤寒等。气温升高时，病
菌、病毒、微生物的滋生和繁
衍也将加速，许多传染病如疟
疾、肝炎、脑膜炎、破伤风、霍
乱、痢疾等，也更容易扩散、蔓
延，应该及早做好监测和预

防。同时，在气温普遍升高的
背景下，人们对寒冷的适应能
力有所下降，间或的寒潮影
响、气温骤降，将加大流行性
感冒等传染病的发生几率和
影响力。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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