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伸

本报综合 湖南天气微信公众号6月30日
发布提醒。随着气温攀升，人体出汗量剧增，若水
分补充不及时、长时间处于高温高湿环境，就可能
引发中暑。轻者头晕乏力、恶心呕吐，重者可能出
现高热、昏迷，甚至危及生命！尤其是户外工作
者、老人、儿童及慢性病患者，更需提高警惕。

忌过量食用冷饮。冷饮适当吃解暑，大量
吃会伤身。长期过量的冷食物进入胃里，会使
胃黏膜下血管收缩，黏膜层变薄，或出现黏膜
水肿甚至糜烂。冷饮要适量食用，不要贪凉。

忌不开窗户通风。三伏天不少人怕热，长
时间闭窗室内吹空调。其实，潮湿闷热，通风
差的室内易引发中暑，而且使用空调不开窗换
气，空气质量会变差，反而更容易致病。

忌冷风直吹

空调对着颈椎吹，会使颈椎背部肌肉受
寒，造成后背酸痛等。在夏季应避免长时间吹
空调，空调温度不要低于 26℃，避免把颈肩肌
肉长时间暴露在冷风中。

防暑指南趁“热”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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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讯 6月30日，记者从长沙市气
象台获悉，未来几天持续晴热高温天气。7月
1日至6日，晴天，最高气温升至38℃左右。

具体来说，7月1日，晴天间多云，南风 3～
4 级，26～35℃；2日，晴天，南风3级，27～36℃；3
日，晴天，南风2～3级，27～37℃；4日，晴天，南

风 2～3级，28～38℃；5日，晴天，南风 2～3级，
28～38℃；6日，晴天，南风2级，28～38℃。

气象部门给出建议：关注气象部门的预报
预警，防范午后到傍晚的局地热对流天气。注
意防晒补水，户外活动避开高温时段。山塘水
库要做好科学蓄水保水。 记者张沁

专家指出，随着全球持续变暖，极
端高温事件预计将在许多地区变得更
常见、更剧烈且持续时间更长，夏季高
温来得越来越早。这些变化将对人类
健康、粮食与水资源安全以及生态系统
产生广泛影响。

针对本轮北半球高温天气，多国专
家将其归因为“热穹顶”效应。尼古拉
斯解释说，极端高温事件通常与高压系
统相关，它们如同“热穹顶”一样，将暖
空气困于地表附近，造成持续炎热、晴
朗且干燥的天气。全球变暖进一步放
大了“热穹顶”效应带来的影响。

尼古拉斯表示，今年高温天气发生
得较早，这反映出一个更广泛的趋势：
随着全球变暖，高温季节提前开始，热

浪也更早出现。英国雷丁大学气候专
家理查德·艾伦也认为，气候变化加剧
了这些天气模式，因此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依然是减少极端天气事件的关键。

全球变暖导致气候更加不稳定，极端
天气事件频发，寒潮也是其中之一。位于
南半球的澳大利亚，6月入冬以来已经历多
次寒潮。在新南威尔士州古尔本市，6月
22日早上的温度已达到零下10摄氏度。

中国气象局6月27日发布的《中国气
候变化蓝皮书（2025）》显示，全球变暖趋势
在持续，2024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为1850
年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专家
认为，这是以温室气体排放为主的人类
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和厄尔尼诺等气候
系统内部自然变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据新华社电 韩国气象厅 6 月 30
日说，首尔前一天晚上的最低气温为
25.6 摄氏度，经历了今年第一个“热带
夜”，比去年晚了8天。

据韩联社报道，在韩国，“热带夜”指
下午6时至次日上午9时之间的气温高于
25摄氏度。韩国气象厅说，由于湿热的
西南风持续涌入，韩国多地 6月 29日日
落后气温并没有明显下降，包括东部沿
海城市江陵、东南部城市大邱和浦项在
内的多个城市29日也迎来了“热带夜”。

韩国气象厅预计 6 月 30 日韩国大
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 33摄氏度
左右，即使日落后高温也不会消退。京
畿道南部、江原道、忠清道和济州岛已

发布热浪警报。
2024年6月至8月间，韩国出现了创

纪录的20.2个“热带夜”，创1973年建立
气象观测网以来的天数最高纪录。不仅
如此，韩国去年9月还出现过“热带夜”，
刷新了保持89年的“最晚热带夜”纪录。

韩国气象厅今年2月在其发布的关
于热浪天气的首份白皮书中说，热浪天
气和“热带夜”纷纷创纪录，与气候变化
导致的全球变暖密切相关。如果不设
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韩国的热浪天气
只会加剧。到 2100年，韩国可能会从 5
月开始出现热浪，直至9月才结束，且每
轮热浪的平均天数将从目前的 4.4天增
至17.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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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高温
一路升至38℃

今天最高35℃，周五起连续3天最高38℃

本报综合 全省天气情况如何？湖南天
气微信公众号 6月 30日发布消息：7月 1日至
3 日湖南大部以晴为主，湘西、湘南多午后对
流性降雨天气，高温发展，局地最高气温可
达 38℃。

7月 1日晚上至 2日白天，多云间晴天，其
中湘西有分散性雷阵雨；南风2～3级；最高气
温34～36℃，最低气温23～27℃。

7月 2日晚上至 3日白天，晴天；南风 2～3
级；最高气温35～38℃，最低气温24～29℃。

晴热占据湖南天气舞台链接

北半球就主打“烤”
全球变暖影响日趋凸显

据新华社电 6月以来，高温天气席卷
北半球多国，各国气象和卫生部门呼吁民
众注意防暑降温。多国专家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全球加速变暖，极端天
气事件将变得更频繁、更强烈，且夏季高温
来得越来越早，多地同时经历极端高温也
变得更为常见。因此，各国政府不仅应加
强预警、帮助民众应对高温天气，从长远看
更需积极推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
球变暖。

多国遭遇高温“烤”验

虽然刚入夏不久，北半球多国已遭遇
高温天气。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6月27日
至 29日高温预警显示，该国主要城市迎来
大范围高温天气，罗马等多个城市为连续3
日高温红色预警。高温红色预警表明天气
状况“紧急”，可能对包括健康和活跃人群
在内的一般民众造成负面影响。

据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6月22日报
道，在德国西部和南部，未来两周内可能会
有多达 14天出现高温天气，气温预计将连
续达到或超过 30摄氏度。在部分地区，日
最高气温甚至可能反复升至 35 摄氏度以
上。德国消防联合会 6月 24日警告说，森
林火灾风险正不断上升，未来几周内可能
进一步加剧。

英国气象局 6月 19日说，英国多地 19
日达到今年以来的最高温度，热浪正在到
来，未来几日气温还将不断升高。数据显
示，一些地区已超过 30摄氏度。英国卫生
安全局当天向英格兰所有地区发布琥珀色
高温健康警报，该级别意味着整个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都可能受到天气影响，65岁以上人
群或有基础疾病人群的健康风险也会增加。

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数据显示，6 月 23
日美国近 40 个城市录得当地创纪录高
温。该机构在一份高温警报中说，“中西部
和东海岸持续出现极其危险的高温天气
……约1.6亿，即近一半美国人受到影响”，
影响至少 29 个州。极端高温致使电网承
压、列车延误，医院接诊量也出现攀升。

日本多地创下 6 月气温的最高值。6
月23日上午，东京中心城区气温已超过30
摄氏度。日本气象厅24日发布今年7月至
9月的长期天气预报，称今夏日本全国将迎
来长时间的酷暑天气，预计高温天气将持
续到9月。

高温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人体健
康。任何人都有可能出现热衰竭，症状
包括头晕、头痛、乏力、口渴等，若不及
时干预，可能发展为更严重的中暑，甚
至导致器官损伤或死亡。

法国公共卫生署今年3月发布的数
据显示，2024年该国本土夏季高温导致
的死亡人数超过3700人，占同期全因死
亡人数的2%以上，其中四分之三以上是
7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据德国疾控机构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估计，仅2024年，德
国就有约3000人因高温相关原因死亡。

因此，专家呼吁各国积极行动，应对
越来越频繁的高温天气。德国气象局新
闻发言人安德烈亚斯·瓦尔特接受记者
采访时指出：“随着热浪事件不断增多，
脆弱人群将面临严重健康风险。尤其是
城市应当采取措施来缓解热浪带来的影

响，例如通过增加城市绿植、提供遮阴区
域等手段来改善局地条件。”

英国公共卫生专家约翰·阿什顿表
示，必须采取措施应对高温天气，包括
加强水资源管理、大规模植树造林，为
城镇提供遮阴。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
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科学家尤利恩·尼
古拉斯指出，早期预警系统和公共健康
策略对保护弱势群体至关重要。

专家提醒，高温天气来袭时，个人
除使用遮阳伞、帽子等防晒外，还应及
时补充水分和盐分，预防高温引发的脱
水和中暑。户外工作者、老年人、儿童、
慢性病患者及孕产妇等群体需格外注
意防护。此外，一些高温地区同时也是
旅游胜地，游客应注意采取防暑降温等
措施，并对高温可能引发的野火等风险
保持警惕。

6月30日，长沙晓园公园，市民在公园内树荫下乘凉打牌。组图/记者袁召辉

▶6月
30日，长沙
火车站西广
场，两名学
生在地铁口
卖冰棒。

▶6月
30日，长沙
火车站西广
场，一名旅
客在等车过
程中用衣服
遮挡烈日。

当地时间6月28日，希腊雅典，游客在高温天气下参观雅典卫城。 当地时间6月29日，法国巴黎，民众在孚日广场的草坪上休闲。

当地时间6月26日，西班牙马德里，市
民在丽池公园大池塘边避暑。

链接

韩国首尔经历今年首个“热带夜”

全球变暖放大“热穹顶”效应

如何应对高温天气

当地时间6月30日，法国巴黎遭遇热浪侵袭，清晨的巴黎笼罩在薄雾中，太阳升起。组图/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