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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出门阴雨绵绵，下午却

阳光灿烂，梅雨天就是这么
讨厌。但也有人很高兴，靠
天吃饭的生意火了起来。
“我出门的时候还没

下雨，走到半路突然下起
来，躲都没处躲，只好找个
地方买了把伞。”在新街

口一写字楼工作的袁小姐
说，她家里的伞都有十几
把了，可有时候出门还是
要买。记者在羊皮巷、东铁
管巷、地铁商铺、中山东路
都看到，有一些小店不仅
经营服饰、饰品，还卖起了
伞。一名店主告诉记者：

“最近几天的生意明显很

好，以前一天卖不掉一把，
现在每天都有销量，昨天

就买了将近十把。”
防霉防菌产品也迎

来销售旺季，记者在几个
超市卖场看到，各种品牌

的防霉防菌产品占据了半
个货架，超市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这几天樟脑丸、防
霉饼等用品卖得很好，每
天的销量增加了三成。

干洗店这几天的生
意也出奇的好。记者在秦

虹小区一家干洗店了解
到，由于时阴时晴的天
气，无法在家洗衣晾晒，

许多市民只好把衣服送
到干洗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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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陈小姐和两

个朋友到城南的一家茶社
谈生意，不到半个小时，穿
着短裙的陈小姐，腿上就被
蚊子叮了五个包，又疼又
痒，害得她无法专心谈生
意。而在21楼办公的小徐，
这两天也饱受蚊子骚扰。蚊

子越来越多了，很多市民都
有这样的感受。

江苏省疾控中心消毒与
媒介生物防制科的专家张爱
军说，目前南京正处于梅雨
季节，雨水比较多，容易导致
蚊虫的大量滋生繁殖。6月的

梅雨季节也是南京全年蚊虫
繁殖密度的第一个高峰期，
今年夏天市民的家里必然将
被“蚊子蚊孙”们闹得不得
安生，“人蚊大战”又将开始。

张爱军表示，从监测的
情况来看，今年的蚊子密度

的确比去年上升了好几倍，
今年1月份蚊子的密度还不
算高，但从2月份就开始上
升，到了5月，蚊子密度为6.9
个点（一个人在一个小时内
抓到的蚊子数量），而去年
同期，监测到的蚊子密度只
有1.5个点。蚊子密度上升和

气候变暖有很大的关系，暖

冬不仅让蚊子提前出现，繁
殖基数也增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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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让专家担心的是，

一些主要在农村生长的蚊
种，现在也“战略转移”进了
城市，不断骚扰居民的生活。

张爱军说，三带喙库蚊
和白纹伊蚊是主要在农村
生长的蚊子。十年前，他在
市区内很少看到三带喙库

蚊，但这两年，他经常发现
三带喙库蚊的踪迹。在全省
范围内的监测中也发现，今
年五月，城区内的三带喙库
蚊的监测密度为5个点，而
去年同期对三带喙库蚊的
监测密度为0。白纹伊蚊也

是如此，今年的密度比去年
同期明显上升。

为什么农村的蚊种会
“杀”进城市？张爱军分析，
这主要和当前城市不断向
郊区扩张有关系，同时，城
市在发展过程中，建筑工地

增多，也给这些蚊子提供了
适合生存的环境。“至于农
村的蚊种不断进城的具体
原因，目前还不太清楚，疾
控中心的专家也正在进行
专门的课题研究和全面的
监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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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市民发现，在以

前，只要在室内点上一盘蚊
香，蚊子就会不断落地，尸
横遍野。但近年来，蚊子越
来越难对付，有时用药物
喷，蚊子还是在室内嗡嗡地
飞来飞去。

专家说，随着灭蚊药物

的不断使用，蚊子有了抗药
基因，耐药性越来越强，蚊
子变得“聪明”了。因此每
年的蚊香及驱蚊药物都要

作改进，适当增加药物的含
量，并改变药物的品种。因
此，今年市民在购买灭蚊产
品时，最好经常变换交替使
用不同的灭蚊、防蚊产品，
以降低蚊子的抗药性，发挥
灭蚊药物的使用效果。

当然，除了使用蚊香、
气雾杀虫剂等方法外，防蚊
灭蚊还要从源头来做，要注

意清除家庭周边的积水，消
除蚊虫的滋生地；为房间装
上纱窗、纱门；家庭水生植
物要定期换水，家中容器中
的积水不要放置过长，发现
蚊子幼虫，要用开水烫死；
出远门前，一定要盖好抽水

马桶的盖子，以免蚊虫产
卵。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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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了，城区也面临着一年一度

的防汛考验。昨天上午，副市长
陆冰带队检查城区防汛准备工
作，对不顾防汛安全在红花河
上搭违建的有关部门提出严厉
批评。

陆冰首先察看了御道街排

水管道疏通作业工地，发现管
网设施良好，市政排水工人已
经提前疏通管道，做好防汛的
准备。随后，他又带队来到红
花河泵站，市政部门汇报说泵
站设计能力需要4个流量，实
际只有2个流量，防汛能力本

就脆弱，红花村还在河上搭起
违建，严重影响了防洪排涝。
“必须停止施工尽快拆除违
建，这里本就属于红花机场改
造片区，市里已经停止审批所
有建筑，等今后统一规划建
设，怎么能盖违建呢！”陆冰对

红花村负责人提出了批评，
“别小看这件事，完全可以成
为一个典型！”

据了解，目前南京市城区防
汛部门虽然已经做好了各项防
汛准备，但在城郊接合部防汛设
施还比较薄弱，泵站能力不达

标。此外，城内一些管道也存在
设计标准低、不达标的隐患，特
别是下关区、鼓楼区和河西北部
地区。地铁、纬七路等重点工程
施工对防汛也带来不利影响。

陆冰要求，各级城区防汛
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防汛工
作，认真落实防汛预案要求：大
雨时无大面积积水，大雨停后4
小时城区基本无积水；遇历史

同等雨情，积淹水的范围与损
失减少到最低程度；8级台风以
下，不倒房、不断线，9～10级台
风，力争不断线，不发生人员伤
亡；努力保证汛期城市供电、供
水、供气、交通、通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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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南京迎来了入

梅后的第一个晴天，久违
的阳光“露面”了，湿闷
的感觉也减轻了不少。不
过，省气象台观测显示，
昨天的最高气温为30℃，
但感觉上并不像6月上旬
30℃时那样凉爽，湿度仍
然有点大。

夏至到，蝉声叫。昨
天，南京大面积出现蝉
鸣，宣告初夏已经过去，
真正的夏天来了。与去年
相比，今年的蝉鸣时间比
较正常。省气象台专家介

绍说，昨天天气只是暂时
放晴，南京气压还很低，
即便是在阳光明媚的中
午，空气湿度也维持在
60％以上，虽然湿闷缓解
不少，但仍然不太舒适。
气象专家预计，今明两天
随着暖湿气流势力增强，
南京又将陷入阴雨之中，
而且雨量较大，容易出现

强对流天气。强对流是夏
季最容易出现的天气现

象，主要表现为局部地区
的强降雨，常常伴着雷雨
和大风。比如前天南京就
是典型的强对流天气，浦
口只下了一阵毛毛雨，但
溧水、六合都痛痛快快下
了35～40毫米的大雨。
这样的雨都是由一小片
一小片的降雨云带来，常
常降雨说来就来，几分钟
内雨量就会迅速增大，但
走得也快。一处大雨的同
时，相隔不过2条马路的
地方却有可能滴雨未下。

据省气象台预报，今
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全市
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温
度22～23℃，最高温度
29℃左右。明天全市阴有
阵雨或雷雨，雨量将为大
雨，最低温度21～22℃，
最高温度28～29℃。专家
提醒，市民出门时无论天
晴与否，最好都带上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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