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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 ！济南变身夜间“四大火炉”
今夏流行“小火慢炖”，高温天仅排全国第十，但夜间气温却挤进前四

热炸了！8月3日早上10点，济
南龟山气象站温度就已经达到了
34℃，又是妥妥一个高温天。从8月
1日开始，这轮高温天又已经持续
了三天，而且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济南今夏高温表现得特别像个“好
学生”，截止到目前最高温只有
37 . 2℃，虽然在有气象记录以来
的68年历史上根本进不了“上游”，
但凭借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在
平均气温一项取得了68年来排名
并列第四的好成绩，高温天数也挤
进了整体前十。就目前情况看，此
轮高温还刚刚开始发力，不出意外
或将再拿下6个左右的高温天，“成
绩”有望再度往前推。

记者查阅了1951年以来68年
的气象记录数据，通过数据来盘点
一下今年济南的夏天到底有多热。

济南获封夜间“火炉”

日前，中央气象台发布对省会
城市的监测数据，截至7月29日，今
年的高温日(大于35℃)数量排在
前十名的城市，依次为重庆、西安、
杭州、南昌、武汉、郑州、长沙、天
津、合肥和济南。济南挺进前十。

虽然高温日排名未能“拔得头
筹”，但是夜间“火炉王”济南却挤
进前四。今年7月多地不仅白天热，
晚上也不“打烊”。从夜间最低气温
≥28℃的天数来看，重庆、南昌以
17天、13天位居前两名，而北方的
郑州、济南以7天、6天排名三、四
位。1981年来济南最低温最大值为
30 . 8℃，而今年7月最热一夜，最
低温也达到了30 . 5℃。

历史上，关于“四大火炉”城市
的排名有过不少民间版本。事实
上，关于热有多个维度。依靠高温
日数，或者夏季平均气温，或者高
温的极值，或者最低温，可以得出
全然不同的排名。

高温天数排进第九位

最能代表天气炎热程度的莫过
于高温天数。气象学所说的高温天,
通常指35℃以上的日子,37℃以上就
是酷热。今年第一个高温天出现在6
月1日，气温达到35 .1℃，去年5月27
日就出现了第一个高温天。

从6月1日至8月2日，63天时
间，济南市已经出现了20个高温
天。跟往年同期相比，今年排在了
68年来的并列第九位。历史同期，
这个时间段内高温天数最多的是
1955年，在63天内出现了31个高温
天，1968年与1997年则同为28天。

不过，这个夏天还没有结束，
本轮高温还在继续中，因此今年高
温天不会止步20天。根据济南市气
象台工作人员预计，未来六七天还
有可能出现持续高温，再出现6个高
温天是大概率事件。大家可能还记
得去年夏天，同样是难熬至极，一共
出现了24个高温天，排在了11位。今
年超越去年，进入前十指日可待。

根据气象记录，在过去的68年历
史上，高温天数最多的是1955年，共
有40天，其次是1952年，共34天，然后
是1951年、1959年和1968年高温天数
都是33天。历史前十的门槛目前是25
天，今年冲刺前十还是很有希望的。

平均值历史同期第四

不过，从高温极值来看，今年
济南并未出现特别“惊人”的数字。

今年以来，济南龟山气象监测

站的最高温为37 . 2℃，出现在6月
5日，当天区域站出现了40.5℃的高
温。记者查阅了1951年以来6月5日
的气温，37 . 2℃绝对可以“称王称
霸”了。不过放在整个6月份来看，
37 .2℃相当不起眼。6月份最高温达
到40℃的年份有一连串，最厉害的
就是2009年，达到了41 . 2℃。

而从整个夏天来看，68年来气
象记录的最高温也出现在1955年。
1 9 5 5年 7月 2 4日，最高温达到
42 . 5℃。除此以外,次高温出现在
2002年7月15日,为42℃；2009年6
月25日为41 . 2℃,排到历史第三
位，也是近年来最热的日子。

不过，今年虽然没有急火猛
攻，但是持续的小火慢炖也十分了
得。从极端高温看今年并不突出，
但是从7月15日到7月22日连续8天
的高温天，在历史上也是少有，而
从最高温平均值来看，今年甚至排
到了历史同期第四位的“好成绩”。

从6月1日到8月2日，平均气温
2 8 . 3℃，与1 9 5 5年并列第四位
(1997年29℃，1994年28 . 7℃，1968
年28 . 6℃)。不过，毕竟今年的高温
天还在持续，待8月份结束再看排
名也许还会有新的“惊喜”。

五六十年代“炎值”高

济南曾经一度是“四大火炉”
城市，然而近些年来，却少有人再
提起这一称号，甚至经常会在排名
中跌落。其实，看看气象数据就知
道，要论夏天高温“成绩”排名，最
近这些年确实实力略差。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那才是真正的热。

高温天数排在今年之前的10
个年份中,除了1994年、1997年、
2002年3个年份以外,其余7个年份
全部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1951年
仅6月一个月的高温天就达到了20
天,7月也有11天。而超过40℃的极
端高温天,多数也集中在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

从高温天数来看,上世纪50年
代和60年代高温天比较集中,一年
中超过20天根本不算什么。但自那
以后,特别是最近30年来,一年中
高温日超过20天的就比较少见了。
1997年是比较特殊的一年,那年济
南高温日到了30天,是近30年来最
多的一年。2002年也达到了27天,
1994年为25天。

那么,哪一年堪称济南史上最
热年份呢?当之无愧是1955年。高
温天数、最高温纪录、最高温平均
数三个指标之最,全部被1955年包
揽,堪称“大满贯”。1955年的高温
天数达到了40天,稳居67年高温日
数榜首，比“亚军”1952年多出了6
天。68年来,气象记录的最高温也
出现在 1 9 5 5 年 7 月 2 4 日 , 达到
42 . 5℃。而从5月-8月最高气温的
平均值来看,1955年也以32 . 9℃稳
居榜首。

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比，近30
年不得不说还是凉快了不少。2015
年、2016年高温天数都只有11天，
2014年16天，2013年13天。

那哪一年最凉快呢？2004年拿
到了最凉快年份的称号。2004年高
温日只有3天,其中,6月两天、7月1
天。当年最热的一天是6月11日,气
温也只有36 . 4℃，而整个7月份,最
热不过35 . 3℃。5月-8月最高温平
均下来,只不过29 . 2℃,堪称是68
年来最凉快的一年。

本版稿件均为记者段婷婷撰
写和整理

副高盘踞北方带来高温天
高温再度抬头，与城市热

岛效应无不关系。人口聚集
区，相应的建筑密度也高。高
楼阻挡了空气的流动，加剧了
热岛效应。此外，人口密集之
地，经济生产也更密集，比如
尾气排放量更大，空调使用更
多，这也被视作温室效应的重
要源头。随着土地功能的改
变，植被减少，硬化的地面取

代土壤，工厂取代森林。城市
化越高温度的变化越明显。

除此以外，今年济南以致
北方地区高温成绩“优异”的
原因，主要是盘踞在黄淮地区
的副热带高压。“副高”控制的
地区，高空中空气聚集并被迫
下沉，造成该地区出现持续晴
热天气，开启烧烤模式。

对于中国而言，“副高”最

出名的是它为长江中下游地
区带来的一年一度的伏旱。今
年，“副高”仿佛已经不满足
盘踞在东南沿海，它的势力
范围已经移到了黄淮地区。
据悉，由于今冬发生了拉尼
娜现象，造成了副热带高压
带整体北移，同时，今年东南
沿海台风较多，将“副高”往北
逼了不少。

北极圈内气温都已达30℃
事实上，今年的热不止在

济南，甚至不止在中国。世界
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北
欧地区正遭遇持续高温，北极
圈内气温已达到30℃，挪威和
芬兰也分别出现了33 . 5℃和
33 . 4℃高温。由于天气异常干
燥，瑞典在7月中旬已报告大
约50起森林火灾。英国部分地
区已创下半个世纪以来最干
旱夏天的纪录。

7月上旬，日本西部的持
续暴雨导致200多人死亡，此
后，日本大部分地区又出现持
续高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
过40℃。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
统计，16日至22日的一周内共
有超过2 . 2万人中暑送医，其
中65人死亡。此外，近日韩国
多地也发布高温预警。

7月初，多个北非国家也
出现热浪，摩洛哥出现43 . 4℃

高温，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沙
漠地区最高气温更是达到
51 . 3℃。世界气象组织说，这
应该是阿尔及利亚可靠的温
度记录中的最高值。

北美地区也没能从热浪
中幸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死
亡谷国家公园气象站8日测出
52℃高温，加拿大魁北克省的
高温高湿天气已导致数十人
死亡。

7月25日，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发展，高温天气如约而至。烈日之下，不少市民和游客纷纷来到泉水浴
场，跃入泳池寻找一丝清凉。 记者 王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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