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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4年到2015年，宁波的7月平均气温在
28.5℃左右，8月平均气温在28℃左右。以此为基准
线，在这62年间，我们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的“热”7
月，分别是：1956年到1961年，2003年到2014年。

1956年到 1961年，7月平均气温在28.8℃到
29.6℃之间波动。

2003年到2014年，其中有8年的7月平均气温
在30℃及以上，最高的是2007年，达到31.7℃；其余
年份的7月平均气温在28.5℃以上。

再来看看 8月，宁波同样经历了两个阶段的
“热”8月，分别是：1993 年到 1998 年，2003 年到
2013年。

1993 年到 1998 年，8 月平均气温在 28℃到
29.5℃之间波动。

2003年到2013年，有6年的8月平均气温维持
在29℃以上，有3年的8月平均气温维持在30℃以
上，最高的是2013年，达到30.7℃。

对比之下不难发现，2003年以来，我市7月和8月
的平均气温明显偏高，换句话说，宁波的夏天是越来越
热了。

7月、8月平均气温偏高

C
我们再来看看7月和8月的平均最低温和平均最

高温。
从1954年到2015年，7月平均最低温在25.1℃

左右，8月平均最低气温在24.9℃左右。而7月和8
月的平均最低温呈现比较明显的上升态势，都是从
2000年开始的。2000年至2015年的7月最低温的
平均值，已经上升到26.1℃；8月最低温的平均值上
升到25.7℃。也就是说，最近16年的7月、8月最低
温平均值比最近62年的最低温平均值高了1℃左
右。

再来看最高温平均值。从1954年到2015年，7
月平均最高温在 33.1℃左右，8月平均最高温在
32.3℃左右。而2000年至2013年的7月最高温平
均值，达到了35℃，与62年的平均值相比，提高了近
2℃。8月平均最高温的变化不如7月那么大，比较
明显的上升阶段出现为2003年至2013年，平均值
为33.9℃。

对比7月和8月的平均最低温和平均最高温就
会发现，平均高温的增幅要远大于平均低温，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白天的高温天气在变多，高温值在
上升。

7月、8月的白天越来越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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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热，除了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外，还有一

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高温持续的时间。
一般来说，我们把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

称为高温天，连续数天的高温天气过程则被称之为
高温热浪。持续的高温热浪能直接危害人体健康。

在1956年到1960年，宁波曾出现过一段时间
的高温“集中期”，全年高温天数均维持在20天以
上。

从1988年开始，虽然年际间仍有比较明显的变
化，但还是能够明显感觉到全年的高温天数在增
多。1988年，高温天数达到27天，刷新之前的历史
纪录；1990年，高温天首次突破30天，达到31天；之
后的1991年，高温天数也有26天。1998年，全年高
温天数再创新纪录，达到36天。

从2000年到2013年，全年高温天数全面“提
速”，尤其是2003年到2013年，全年高温日数平均
达到34天，且基本集中在7月、8月。其中，2003年、
2007年和2013年，全年高温天数都在40天以上。
2003年全市高温天数为历史之最，达到46天。

至于“连续高温天数”，年际间变化比较大。比
较明显的是，在1998年和1990年，都曾出现过连续
18天的高温。进入2000年以来，虽然“连续高温天
数”的年际变化仍然存在，但出现10天以上连续高
温的频率有所增加。2001年，2003年至2005年，
2007年，2012年至2013年，2015年，连续高温天数
均在10天以上。其中，2007年更是出现了连续20
天的高温。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黄鹤楼

10天以上的连续高温天在增加

宁波大学地理与空间信息技术系李加林教授
建议，在城市建立起降温系统，最好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步是在高层建筑上建喷水龙头，相隔一定距离
架设一套，喷水龙头向空中不断旋转喷水，城市就
会变成一座彩虹城，既降温又美观。第二部是从长

远打算，可征用所有楼房的楼顶，种植绿色花草，并
由园林人员来进行管理。这样，城市的气温不但会
降下来，空气中氧含量也会增加。李加林教授认为，
这种做法既可美化城市，又可降温，花费也不高。

记者 林伟 边城雨 通讯员 朱琼 朱娇娇

家里热可以开空调
城市热了怎么办？
专家建议：请给风留条通道

在60后、70后的宁波市民记忆中，小时候一把蒲扇、一个水井里冰镇过的西
瓜，就能度过一个夏天。但现在，白天热浪滚滚的大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晚上到
处是空调室外机吹出的热浪。

家里热了可以开空调，城市热了又该怎么办呢？昨天，记者就此请教了市
规划、园林、城建方面的专家。

“城市变热，主要是由于高楼大厦越来越多，形
成了‘热岛效应’，如果能让风流动起来，就能给城
市降温。”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陈蓉建议，宁
波应该建设城市风道，把城市外面的风引进来，同
时让城市里面的风流动起来。

陈蓉说，城市热岛效应是指城市的气温高出农
村地区的现象，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原因很多，
主要包括：城市地区植被减少，导致地面蒸发散热
减少；诸如混凝土、沥青一类的建筑材料的比热容

和导热系数更高，会吸收储存更多的太阳辐射热；
太阳辐射热在高密度的建筑物之间多次反射，导致
城市环境变热；城市的交通工具、工业生产设备、家
用电器、人口等自身会发热，导致气温升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建筑物阻
挡了风，阻碍了城市散热。”陈蓉说，这些原因也导
致了热岛效应的另一个特点——城市的晚上特别
热。“城市地面和建筑物在白天吸收和存储了大量
太阳辐射热，到了傍晚开始散发出来，热气逼人。”

城市变热主要是“热岛效应”

陈蓉认为，增加城市绿化和水体，从而增加城
市区域的蒸发散热，增加遮阳减少热量吸收；建筑
采用反射率较高的浅色外表面材料，再做好隔热
层，可以减少建筑吸收和储存的太阳辐射热。

“当然，我们还可以合理设置城市风道，这样就
能增加空气对流，帮助散热。”陈蓉说，城市风道也
叫城市通风廊道，就是在城市建设生态绿色走廊，
在城市局部区域打开一个通风口，让郊区的风吹向
城区，增加城市的空气流动性。这样做，不但能在
夏天缓解“热岛效应”，而且还能对城市的雾霾起到

一定的缓解作用。陈蓉打了一个比方，城市风道就
是在城市中形成的“穿堂风”。

陈蓉说，城市风道建设最重要的是楼和楼之间
应保持适当间距。“同时，高层建筑本身会形成高楼
风现象。利用好高楼风，还可以形成很好的微气
候，并和居民活动形成良好的互动。”这就需要有整
体思想考虑建筑的布局，用城市设计来管理建筑布
局。“宁波目前作为城市设计的试点城市，我们也希
望有更好的实践。”

建设城市风道让城市凉快起来

记者从园林部门了解到，通过绿化手段给城市
降温是许多城市的通行做法。2003年开始，我市在
引进行道树时，首先考虑的就是降温作用。在我市
目前常见的园林植物中，乔木类的国槐、垂柳、乌
桕，灌木类的夹竹桃、紫荆和海滨木槿等植物，降温
能力最强，单株植物对1000立方米的封闭空间，理
论降温能达到10℃以上。

园林部门通过监测发现，乔木类型的绿地对太
阳热辐射的吸收、反射和传导能力最强。理论上，
如果要使周边环境温度降低1.5℃，大乔木为主的绿
地只要使其中的大乔木所产生的遮荫面积比例达

到30%即可，而小乔木类型的乔木遮荫面积必须达
到60%，灌草类型的必须达到95%以上。因此，大
乔木的覆盖率是绿地降温能力的决定因素。

市城管局园林总工程师龙骏表示，增加大乔木
的种植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一株树苗要长成8
米以上高的大树，需要10年左右。直接移植过来的
大树要想让枝叶和根系恢复到理想状态，也需要5
年左右的时间。因此，要想使城市绿地的植物配置
达到理想状态，需要尽早谋划和行动。从目前的情
况来看，我市一些老的市政道路都达到了这个效
果，一些新修的道路和街区还没有形成降温效应。

种降温绿植，理论降温能达到10℃以上

垂直绿化又叫立体绿化，是指充分利用空间，
在墙壁、阳台、窗台、屋顶、棚架等处栽种攀缘植物，
以增加绿化覆盖率，增加城市绿化景观，改善居住
环境。目前，我市城区部分主要出入口立交高架、
城市公建设施（公厕、垃圾中转站、公交始发站等）、
居住区、学校、宾馆、医院以及集中区块进行针对性

的垂直绿化建设，形成了城市立体绿化新景观。
一些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住宅小区也开始

尝试屋顶绿化，基本实现了城市平面绿化向立体绿
化的转变。像华慈医院片区的垂直绿化，布局充分
考虑到了城市热岛效应所带来的影响，还能缓解城
市夏季高温。

垂直绿化带来清凉

城市建立降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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