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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陌生人在路上遇见，互相望

一眼，就“熟”了——炎炎夏日里，这样

的段子在一些天气炎热的城市里流传

甚广。对这些酷热难耐的地方，人们

往往用一个夸张的词语来形容：“火

炉”。

哪些城市气温最高，所谓的中国

“四大火炉”到底是哪几个，众说纷纭。

最近，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

的专家，对最近31年的气象资料进行

综合分析，结果表明，全国夏季炎热程

度靠前的10个省会城市或直辖市为：

重庆、福州、杭州、南昌、长沙、武汉、西

安、南京、合肥、南宁。

这些城市的“热度”是如何统计出

来的？是否意味着新的“火炉”城市排

行榜新鲜出炉？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城市化的

发展，近几年我国高温热浪事件频

繁发生。一些城市里，持续高温及

闷热天气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和正常

生活造成较大的影响，对露天和户

外工作人员影响更明显。炎热天气

还造成突发疾病明显增加，中暑人

数激增。如 2006 年夏季，四川、重

庆等地遭受罕见的持续高温热浪袭

击，代表重庆主城区的沙坪坝气象

站有14天的最高气温突破40℃，并

且于8月15日创下了43℃的当地最

高气温历史极值。8 月 14 日至 15

日，重庆有2万人中暑。

气候专家指出，受全球气候变

化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极端高

温事件呈现范围扩大、频次增加的

趋势。高温热浪已成为最严重的气

象灾害之一。事实上，高温热浪在

全球造成的人员死亡，比洪水、龙卷

风、强风暴加到一起还要严重。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IPCC）预测，未来全球变暖的

趋势还将持续。随着城市化的发

展，城市热岛效应还会越来越明

显。”张存杰强调，“人们会感觉到

城市越来越热，炎热城市会越来越

多。炎热程度排名靠前一点、靠后

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各界

都要积极行动起来，采取有效措施

减轻高温热浪对人们身体健康和

生产生活的危害，同时努力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暖的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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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炉”是人们对天气酷热城市的夸张称

呼。记者调查发现，哪些城市是“火炉”，说法

不尽相同。

长期以来，中国“四大火炉”之说流传很

广。现在，“四大火炉”出现了好几种城市组

合，多为长江流域的几个城市。第一种组合是

武汉、南京、重庆、南昌；第二种组合是武汉、南

京、重庆、长沙。上述两种组合认可的人比较

多，第一种组合还被写入过地理教科书。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与气候变化评估室主

任、研究员张存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传统意义上的“火炉”城市是指长江流域大型

城市，夏季受副热带高压控制，维持较长时间

的高温高湿天气，使人们感到闷热难耐，好似

在“火炉”中一般。后来人们想给“火炉”城市

定个标准，采用了不同的指标，如有的使用极

端最高气温，有的使用高温天气日数等；使用

的资料时间长短也不相同，如有的用近10年的

气象资料，有的用近20年的资料。由于采用

的指标不同、统计的时间段也不同，因此给出

的结果不尽相同。

张存杰介绍，气象上反映热的指标很多，

如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平均气温、气温日较差

（指一天中气温最高值与最低值之差）等，但要

反映人体在周围气温环境里的舒适程度，还需

要考虑空气相对湿度、高温的持续时间、风速、

辐射等要素。

为此，气象专家构建了一个判断指标——

“炎热指数”，主要考虑气温和相对湿度对人体

舒适状况的综合影响，同时确定了炎热指数的

计算公式。炎热指数值越大，人体感觉会越不

舒适。气象专家将炎热指数达到 85 的那一

天，确定为高温炎热日。

为了使得出的结果更具有代表性，国家气

候中心专家根据1981年到2011年这31年的气

象观测资料，综合分析我国主要城市的炎热指

数、极端最高气温、高温日数、夏季平均最高气

温和最低气温等要素，得出的结论是，近31年

全国夏季炎热程度靠前的10个省会城市或直

辖市为：重庆、福州、杭州、南昌、长沙、武汉、西

安、南京、合肥、南宁。其中，长江流域特别是

长江中下游地区炎热城市最多。

合肥在全国三十多个省会城市中入

选前十，证明炎热程度已经是较为靠前

了。对此，安徽省气候中心专家告诉记

者，根据安徽省的气候资料，合肥近三十

年来 35℃以上的年平均日为 15.3 天，

37℃以上的年平均日为3.1天，单日气温

极端最高值是40.3℃。这些数据看起来

在我省的城市中只能算是中等靠前。“不

过，今年以来合肥的夏天算是比较热的

了。从6月份至今，我省35℃以上的高

温日数已经达到了19天。”

气象专家称，由于“热岛效应”的存

在，合肥年平均气温比郊区高出 1℃甚

至更多，昼夜温差相对于郊区和农村

要小；而由于合肥市的气象观测站是

设置在骆岗机场附近的郊区，因此预

报气温可能也会比市区的实际气温要

略低；加上合肥这边经常水汽充足，夏

季湿热的“桑拿天”也比较多。综合以

上因素，合肥算个名副其实的“小火

炉”了。

为什么近年来“火炉”城市的名

单似乎越来越长？

张存杰认为，这主要是气候变

暖和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全球

地表观测资料分析表明，全球气候

呈现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

化，尤其近50年全球平均增暖速率

越来越明显。在全球气候变暖的

背景下，我国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

的变化，地表平均气温明显升高，

升温幅度比同期全球平均值还要

略高。

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城市人口聚集、建筑物增多、下垫面

（指与大气下层直接接触的地球表

面）改变、交通压力增加、生产规模

不断扩大以及人为热源增多等影响

日益加剧，导致了明显的城市热岛

效应。卫星遥感和地面观测资料显

示，城市地区下垫面温度明显高于

周围地区。

张存杰说，近几十年，我国北方

地区的增温高于南方地区，北方大

城市的增温更加明显。北方的西

安、郑州、石家庄、济南、北京、天津

等城市，炎热程度越来越重。西安、

石家庄等城市，近几年夏季高温日

数超过了20天，出现了超过42℃的

极端最高气温，人们普遍感觉天气

越来越炎热。南方地区的城市虽然

增温幅度没有北方城市明显，但炎

热程度并没有减轻。

哪些城市是“火炉”
长期以来说法不尽相同

中国十大火炉城市
重庆福州居前，合肥第九

“热岛效应”，合肥是名副其实的“小火炉”

炎热排名并不重要，关键是积极应对气候变暖

气候变暖和热岛效应，使“火炉”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