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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韦炜 记者 祝亮） 高温橙色

预警信号尚未解除，高温天气今天仍将持

续。记者昨日从省气象部门获悉，从今夜

开始，新一轮降雨将会来到我省，暂时缓解

高温酷暑。这场降雨可能会在明天白天

“抵达”合肥等江淮地区。不过，由于降雨

量很大，很有可能再次引发灾害。

7月3日，安徽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

橙色预警，截至16时，全省共有62个市县

发布不同等级的高温预警信号，其中亳州、

濉溪、涡阳、淮北、利辛、蒙城、宿州、怀远、

长丰、淮南、霍山、舒城、广德13个市县发

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气象资料显示，7月3

日，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5℃以

上，舒城最高37.4℃。

此外，我省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以及

江北部分地区出现7级以上的大风天气，铜

陵、宣城、当涂、马鞍山、阜阳最大瞬时风速

达到16米/秒，为全省最大。

预计 4日全省最高气温仍可达 35～

38℃。4日傍晚开始我省自北向南先后将

出现持续强降雨，并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

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中5～6日沿淮到江

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8日

开始雨带北抬。预计4～8日降雨过程总

量：江淮中部到江南北部180～260毫米，

局部超过350毫米，淮北南部到江淮北部

150～200毫米，江南中部100～150毫米，

淮北中北部70～150毫米，江南南部40～

100毫米。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一周我省沿淮到江

南北部多强降雨，可能导致大别山区、皖南山

区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受

短时强降雨的影响，沿淮到沿江部分城市可

能出现内涝和农田渍涝，应加强防范，建议

相关部门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解释一：地表温度比气温高得多

记者实测
三孝口地表温度达到62.8℃

昨日午后，记者携带了支温度计，

在合肥市三孝口附近的路面上，经过半

小时的测量，发现温度计的最高值分别

达到了62.5℃、62.9℃和63℃，平均最高

值为 62.8℃。比当日最高气温高出了

20℃。

随后，记者从合肥市气象站了解到，

当 日 该 站 记 录 的 地 表 最 高 温 度 为

62.7℃，和记者所测相差无几。

专家解释说，“由于这两天合肥空气

质量较好，地面可以充分吸收阳光的热

量。太阳的热能被地面吸收后，地面再通

过辐射、传导和对流把热传给空气，这是

空气中热量的主要来源。而空气吸热速

度较慢，所以地表温度会明显高于气温。”

解释二：同一城市不同区域也有温差

气象观测
合肥市实际最高气温达到38.4℃

昨日，合肥市的最高气温为35.6℃，

这一数字从何而来？记者了解到，这一

数字来自位于骆岗机场的气象观测站。

“这是合肥市唯一的国家基本站，

这个站点的气象观测数据代表了合肥

市。所以上一轮降雨过程中，合肥市的

降雨量达到了暴雨级别，但老城区却并

没有下多少雨，正是这个原因。”

也正因如此，尽管同一个城市，因

为区域不同，气象观测数据也并不相同。

以昨日为例，合肥市科技园14:14

时，最高温度达到了38.4℃；位于合肥

市北二环市气象局观测点的数据为

37.9℃；滨湖新区为 35.9℃。由此可

见，同在一个城市，温度差别也可达到

2.5℃。

解释三：影响人体感知的不仅只有气温

专家分析
湿度、风力也是主要原因

天气预报的标准气温与人们实际感

知的温度(即体感温度)，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地区、环境、个人的差异，导致体

感温度与实况温度产生差距。

影响体感温度的因素有很多，专家

认为让人们感受到温度差的最主要因素

是相对湿度和风力。

当气温高且湿度大时，皮肤表面的

汗液不能很好蒸发，人体散热效率低，体

感温度高于实际气温。

风像一把巨大的风扇,无形中加速

了空气的流动，能迅速将皮肤上的汗液

带走，使人感到好像温度有所下降。

38℃高温15分钟出警三次

由于长江中路正在封闭施工，

长江中路与西园路交口目前成为合

肥一个新的繁忙路口。昨日下午，

合肥气温超过 35℃，记者来到了这

个路口。

3时许，虽然离下班晚高峰还有

一段时间，但交通已经明显拥堵。在

路口待了 5分钟，除去头顶让人眩晕

的毒日，仅仅是各种喇叭声、发动机

的轰鸣声加上尾气的味道，记者就开

始头晕。

交警合肥蜀山大队一名韩姓民警告

诉记者，即便是下午气温最高的 2点

钟，路口也是有交警值班的。

采访中，记者初步估算15分钟内，

韩警官一共出警三次，记者跟随其后累

得满头大汗，皮肤明显出现刺疼感，背

部衣服全部湿透。

徒步回访却吃了“闭门羹”

昨日上午10点左右，走在大街上

一会儿便汗流浃背。记者见到安庆路

派出所社区民警葛警官时，他刚处理

完自己辖区内一个突发事件。喝了几

口水，他拿起文件夹告诉记者，还要去

回访一个7月2日报警的入室盗窃案。

记者随即跟着葛警官一同前往。

“因为所负责的辖区较为集中，所以工

作时多以步巡为主。”一路上，葛警官向

记者介绍说。10:30，记者跟随葛警官

来到蒙城路21号，炎热的天气早已让

人满头大汗。

根据记录，葛警官找到报案人住

所，但敲了几下门，无人应答。“这种‘白

跑一趟’的例子很多，每天基本都会吃

‘闭门羹’。”葛警官说。

巡逻车就像一个大烤箱

12 点 30分，正值晌午，安庆路派

出所巡警刘警官刚吃完饭，准备继续

巡逻。

12点 40分，记者坐上巡逻车，随

着两名巡警一同开始巡逻。刘警官称，

这车因为比较新，所以制冷效果还算可

以，但有的巡逻车，车内与车外的温度

相差不大，一遇到热天，整辆车就像一

个大烤箱。

一路上，刘警官带着记者途经长

江中路、安庆路、环城路、永红路。“辖

区内有很多老旧小区，里面的巷子也

很多，一般我们都会把巡逻车放在小

区附近，然后步巡，如果发现可疑人

就会上前询问，确定可疑的话，会带

回派出所。”刘警官告诉记者。

热浪袭，狂风舞，今天还将继续

再蒸一天，暴雨明天或来“解暑”

合肥昨实际最高气温38.4℃

连日来，江淮大地热浪滚滚，蒸笼、烤箱、微波炉、桑拿房……怎
么形容都不为过。“每天出门感觉自己都快被融化了，怎么也不相信
气温只有35℃多一点。”合肥市民孙女士感慨道。昨日，气象专家对
市民感觉“被降温”进行了详解。 记者 祝亮

进“烤箱”、“蒸桑拿”，他们赴“烫”蹈火

时值盛夏，省城合肥地面被“烤”得发烫。街边、车流夹着热浪一
阵阵扑来，路人纷纷打伞快速通过。在这样的高温下，众多劳动者却
依然挥汗如雨，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7月3日，本报记者亲身体验交警、巡警、民警在高温时节的“火热”
工作，感受他们工作中的点点滴滴。 记者王玮伟鲁龙飞

专家详解市民缘何感觉“被降温” 记者体验民警们的“火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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