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伏天的到来，合肥的气温也是骤然
升高，“分分钟”跃过35℃这个高温天的“门
槛”。在微博、朋友圈里，关于“火炉城市”的各
种排行榜开始热转。“火炉城市”究竟怎么评出
的？合肥的高温指标能否入围“火炉城市”？
合肥和那些传统的“火炉城市”有没有差距？
现在就让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为您一一
揭秘……

□记者 祝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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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最高气温：灵璧38.2℃，省城合肥36.1℃

省气象台发出今年首个高温橙色预警
星报讯（李若冰 记者 祝亮/文 李超钰/

图） 昨日，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省

气象台于当日 10 时 30 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信号。当日0～16时，淮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

温在 36～38℃，淮河以南最高气温在 34～

36℃，最高为灵璧38.2℃，省城合肥36.1℃。

预计 16 日前后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其

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

雨。18～20 日，我省大别山区和江南多午后

雷阵雨天气。

具体来说，15 日：全省多云到阴天，本省

西部有阵雨或雷雨。16 日：全省阴天。淮北

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

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17

日：淮北多云，江淮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有阵

雨或雷雨，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

大雨。

不过，当大家还在抱怨炎热的时候，可别

忘了，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 20 多年来最凉爽

的初夏。省气候中心的数据显示，入梅以来（6

月 15 日～7 月 6 日），全省平均气温为 24.2℃，

较常年同期异常偏低 1.9℃，为 1993年以来最

低，沿淮淮北有10个市县为历史同期最低；今

年高温初日为 6 月 5 日，较常年偏晚 10 天，高

温日数为 1988 年以来最少，高温站次较常年

偏少93%。

“火炉城市”大PK 合肥幸好尚欠“火候”

记者了解到，“火炉城市”是中国对夏季天

气酷热的城市的夸张称呼 。

中国十大“火炉城市”。最早出现“火炉”

城市这一说法是在民国时期，那时媒体有“三

大火炉”之说，即重庆、武汉和南京，都是长江

沿线的著名大城市，分别居于长江的上、中、下

游，因夏季气温炎热，被媒体夸张地称为“火

炉”。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了“四大火炉”之说，

这有几种城市组合，多指长江流域的几个城

市。第一种组合是武汉、南京、重庆、南昌；第

二组合是武汉、南京、重庆、长沙。上述两种组

合认可的人比较多。

此外新推出还有“七大火炉”的说法，指南

昌、重庆、福州、天津、长沙、杭州、上海七大夏

季气候炎热城市 。

很多细心的市民发现，无论是老版“火炉

城市”，还是新版“火炉城市”，合肥周边省会

纷纷上榜，唯独合肥无缘此榜。

谈火炉
合肥周边省会城市屡上榜

除了民间的排行外，官方有没有

说法呢？

2012 年，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

心的专家，对截止到2012年的31年以

来气象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得出的

结果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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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7 月，中国气象局国家气

候中心发布全国夏季炎热城市情况。

气象部门研究人员根据对最近30年的

气象资料的综合分析，得出夏季炎热

程度靠前的10个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分

别为：福州、重庆、杭州、海口、长沙、南

昌、武汉、南宁、西安、广州。其中，排

在前列福州、重庆、杭州、南昌四个城

市被不少网民冠名为“新四大火炉”。

榜单显示，1981 年至 2010 年，全

国高温呈现增多趋势，华南地区高温

日增幅最明显，广州增7.7天、福州增5

天、海口增 5 天。福州超过了重庆，成

为内地大城市第一火炉。南京跌出前

十名，排名14。

看历史
合肥也曾入围“火炉城市”十强

科学上用出现35℃以上高温日的

多少，以及极限高温数值和相对湿度

综合来衡量一个城市的炎热程度，一

年中最高气温超过 35℃的日子达 20

天以上，而且出现过 40℃以上的高温

天气，大家把这样的城市称为“火炉”。

南京、重庆、武汉、南昌等城市每

年的高温日的确居于榜前。

按照资料统计，这 4 个城市夏季

35℃以上高温天气，平均每年19.3天，

37℃以上高温天气平均每年4.5天；夜

间 28℃以上的最低气温，平均每年

13.2 天，30℃以上的最低气温平均每

年1.9天。

省气候中心给出的数据显示，合

肥地区的高温天气最早的出现在1997

年 5 月 4 日，气温高达 35.5℃；最迟的

出现在 1964 年 9 月 13 日，最高气温

35.3℃。历史极端最高气温41.0℃，出

现在1959年8月23日。

合肥高温天数出现最多的年份是

1967年，大于35℃的天数为45天。高

温持续最长的，是 1967 年 7 月 24 日至

8 月 13 日，共 21 天。合肥地区的高温

天气历年平均约15天。

这样比较下来，合肥的年平均高

温日数也确实不如这些老牌的“火炉

城市”。

省气候中心的数据显示，我省各

地极端最高气温均在 39℃以上，其

中绝大多数地区在40℃以上。历史

上极端最高气温出现在 1934 年 7

月 ，蚌 埠 最 高 达 43.7℃ ，安 庆 为

44.7℃。新中国成立后，气温最高值

出 现 在 1966 年 8 月 9 日 ，霍 山 为

43.3℃；其次是1966年7月18日，亳

县高达42.1℃。

我省≥35℃的高温平均日数，

屯溪最多，28 天；巢湖、滁州一带

最少，14 天左右。平均日数从沿

江 向 皖 南 递 增 ，皖 西 向 沿 淮 伸 展

为 相 对 高 值 区 ，淮 河 以 北 则 缓 慢

递减。

高温平均初日：自北向南推进，

最后是沿江一带。淮北北部砀山最

早，开始于 6 月 1 日；沿江安庆一带

开始最晚，平均始于 7 月 11 日。高

温平均终日，也是淮北北部砀山最

早（8 月 14 日），皖南屯溪最晚（9 月

1日）。

全省三天以上的持续高温，西部

多于东部，巢湖、滁州最少，淮北西

部最多。但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温

持续时间最长的发生在1966年的巢

湖，自 7 月 16 日至 8 月 12 日，共 28

天。其次是六安，从 1966 年 7 月 16

日至8月11日，持续27天。

由此看来，合肥在省内也明显算

不上是个“火炉”。

比省内
合肥也算不上“火炉”

比周边
合肥与老牌“火炉”比“欠火候”

大批市民来到合肥天鹅湖边消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