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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是立秋节气，但仍处于三
伏天的中伏，天气依然炎热。俗话说

“热在三伏”，三伏为初伏、中伏、末伏
的统称，往往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

为什么“三伏天”是最热的时候？
这是因为地球被浓密的大气层所

包裹，太阳光首先加热地面，地面再通
过红外辐射、空气对流和水分蒸发把
热带给空气。每平方米的地表上面，
有大约 10 吨的空气可以储存大量的
热，这就使地表的温度不会太高。到
了晚上，这些热量又使地表的温度不
致过低。入伏后，地表每天吸收的热
量多、散发的热量少，地表层的热量不
断累积，因此一天比一天热。在三伏

天，35℃的高温司空见惯，40℃的酷热
也时常出现，高温日数较多。

今年中伏长达20天，天气会更热
吗？事实上并不一定。这是因为中伏
处在大暑节气前后，代表一年中最热的
时期，但是伏天天数并不等同于实际
高温天数。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的
加剧，我国高温日数增多。统计显示，
全国区域高温过程累计日数平均每10
年增加 4.8 天。高温日数增多的主要
原因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一
些区域大气环流出现异常造成的，与
当年“中伏有20天”没有对应关系。

很多地方特别是南方地区在三伏
时，经常出现“桑拿天”。这主要与空

气中水汽含量有关。入伏后，北方地
区和南方地区都很热，但北方的热多
是干热，南方是闷热，空气中水汽含量
足，气温高湿度大，容易出现“桑拿天”。

北方的干热主要与北方大陆暖脊
控制下的大陆变性高压有关。但是，
一旦大气环流有暖湿的气流输送到北
方地区时，北方同样会出现高温高湿
的天气，让人汗流浃背。比如在“七下
八上”时期，北方地区降水增多，一定
程度上缓解此前的干热天气，但是在
水汽的加持下，空气中的相对湿度会显
著增加，此时北方的热也变成了闷热。

南方地区的高温天气一般与副热
带高压紧密相关。副热带高压内部下

沉气流抑制了云雨发展，伴有下沉增
温作用，加上湿度大，因此人们感受到
的是闷热。气象要素上的反映就是日
最高和最低温度差较小，一般在5℃以
内，湿度在60%以上。

应对三伏天的高温天气，首先要
做到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特别
是每天11时到16时期间。出差、旅游
时可适当携带人丹、十滴水、清凉油
等，遇有身体不适时使用。饮食宜清
淡，适当多吃些水果、蔬菜，补充维生
素和水分。室内空调温度也不宜开得
过低。“心静自然凉”，平心静气，规律
睡眠，不要熬夜，一定能够安然度过三
伏天。 据《人民日报》

高温影响大脑功能值得关注
根据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

候变化服务局（C3S）官网近日发布的
公报，全球日平均气温已连续第二天
打破单日最高纪录。

高温正在成为全球性问题。世界
气象组织今年1月发布新闻公报，正式
确认2023年为有记录以来最热一年。
澳大利亚《对话》杂志报道称，2024年，
美洲、非洲、欧洲和亚洲多个国家经历
了创纪录的高温。在墨西哥和中美
洲，从今年春季开始的持续数周的高
温与长期干旱，已导致严重缺水和数
十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报》报道称，
今夏第一波热浪已使西班牙八成城市
居民面临健康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高温不仅导致脱
水等健康问题，还影响大脑这一对温
度极其敏感的器官。

学习成绩和工作效率
均有所下降

西班牙圣十字圣保罗医院的临床
神经生理学家桑德拉·吉门尼斯解释
道：“极端高温会影响大脑的所有认知
功能，包括反应能力、记忆力等。高温
下，大脑运转的速度要慢得多。”

科学证据也支持这一观点。2018
年在美国纽约公立学校开展的一项研
究显示，在气温高于 32℃的天气下参
加考试，与在 22℃的天气下参加考试
相比，成绩会降低14%，通过考试的概
率也会降低近11%。

另一项在美国进行的研究称，学习
效率随温度的上升而下降。研究比较
了波士顿大学学生在2016年热浪期间
的表现，发现在没有空调的房间的学生
在算术测试中的反应时间比有空调的
同学慢了13%，正确率也少了近10%。

极端高温导致的认知能力下降也
会影响职场表现。2006年进行的一项
研究发现，在约22℃的温度下，生产力
最高。而当温度高出8℃时，生产力水
平会降低近9%。

温度升高
会增加消极情绪

西班牙气象学家和科普专家马
尔·戈麦斯称，研究表明，高温容易导
致心理健康问题。她指出，气温升高
会降低喜悦或幸福等积极情绪，同时
会增加愤怒或压力等消极情绪。

“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难以调节

体温，而且温度的变化会改变情绪障
碍的症状。此外，一些精神科药物，包
括某些抗抑郁药和抗精神病药，会影
响身体调节体温的方式，服用这些药
物的人容易受到极端高温的影响。”戈
麦斯解释道。

在与高温相关的负面情绪中，愤
怒是研究最多的情绪之一。其两个直
接后果——攻击性和暴力行为也是研
究的重点。极端高温会增加人的易怒
性，降低自控力，从而导致更具攻击性
的行为。

《柳叶刀》杂志2022年发表的一项
研究分析了40亿条推特信息，发现极
高或极低的温度会促进网络上的攻击
性趋势，增加仇恨言论。在极端高温
天气（42℃至 45℃）的日子里，这类推
特的增幅高达22%。

高温迫使大脑
更加努力地调节体温

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心理
学博士、马德里心理学院成员瓦伦丁·
马丁内斯认为，所有这些后果的原因
在于“高温迫使大脑更加努力地调节
体温，从而对其产生负面影响”。

戈麦斯解释道，大脑之所以功能
正常要归功于下丘脑。它是自主神经
系统的协调者，充当大脑内部恒温器
的角色。当下丘脑检测到自身温度与
皮肤热感受器温度之间的差异时，就
会建立调节机制：从汗如雨下到血管
扩张，再到肾上腺素分泌，而肾上腺素
分泌是人们在高温环境下变得更加易
怒的原因之一。

西班牙睡眠协会认知与睡眠工作
组的协调员吉梅内斯说，高温会导致
一种恶性循环。睡眠质量变差，从而
认知能力下降，人变得更加焦虑易怒，
白天的炎热又会加剧这些症状。

“大脑前额叶控制力减弱，负责处
理情绪的杏仁核的‘刹车’作用减弱，
从而使一切消极情绪都被放大。”她解
释道。

面对炎炎夏日，人们并非束手无
策。马丁内斯提出几点建议，如多喝
水，保持身体水分充足；避免长时间暴
露在极端高温中，尤其是正午时分；寻
找凉爽、有空调的地方；穿轻便、浅色
的衣服以利于排汗；在一天中最热的
时候限制剧烈的户外活动；吃水果和
蔬菜等清淡、富含水分的食物；尽一切
可能保证充足的睡眠。据《科技日报》

“热在三伏”是什么样的热

新华社天津8月13日电（记者
周润健）流星雨是富有浪漫色彩的天
象奇观。8月12日晚至13日晨，被誉
为“全年最适合观测的流星雨”——
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极大。我国不少
星空摄影爱好者成功捕捉到了英仙
座流星雨的群内流星划过天际的浪
漫画面和精彩瞬间。

丰富的流星数量、绚丽的色彩变
化和独特的观测体验，使英仙座流星
雨成为夏季夜空的一大亮点。该流
星雨的活跃时间为7月17日到8月24
日，持续一个多月，极大日期发生在8
月 12 日或 13 日，最大天顶流量每小
时可达100颗以上。

作为每年暑期“定期上演”的“天
象大片”，英仙座流星雨自带“圈粉”

属性，很多星空摄影师都会用镜头记
录下夜空中的这场“落英缤纷”。

观测流星雨，良好的天气条件至
关重要。星空摄影爱好者王俊峰、蒋
晨明等一行十余人专程从北京赶赴
新疆哈密。“这里地广人稀、大气透明
度好、云量遮蔽少、晴天多，是非常理
想的观星地。”蒋晨明说。

“我们 8日抵达哈密后就开始了
观测活动。越是临近极大期，观测
到的流星数量越多。这些流星中，
很多都是‘红头绿尾’，其中不乏异常
明亮的火流星。11 日和 12 日晚，我
们均做了直播，将浪漫的流星雨分
享给国内网友，一起感受这场星空
的年度盛宴。值得一提的是，12 日
还发生了大地磁暴，我们因此幸运

地遇上了极光。有了极光的加持，
让这场流星雨变得更加美丽。”王俊
峰说。

8月10日，七夕，星空摄影师戴建
峰在青海冷湖对英仙座流星雨进行
了直播。“七夕节碰上流星雨，让浪漫
加倍。”戴建峰说。

12日极大夜，戴建峰又赶赴四川
黄龙景区进行了直播。“两次直播时
的流星数量都很多，色彩也很绚丽，
真如烟花一般。”他说。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科普专
家修立鹏表示，英仙座流星雨的活跃
期较长，未来一周有兴趣的公众仍可
对其进行观测，但观测条件没有那么
好。“一是流量有所下降，二是逐渐接
近满月，月光干扰严重。”

英仙座流星雨“绽放”夜空

英仙座流星雨吸引不少天文爱好者和摄
影爱好者观测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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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讯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国务院、
中央军委日前公布新修订的《军人抚恤
优待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2024
年10月1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条例》旨在保障国家对军
人的抚恤优待，激励军人保卫祖国、建设
祖国的献身精神，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建设，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
业。新修订的《条例》共6章64条，修订
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明确军人抚恤
优待基本原则。军人抚恤优待工作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待遇与贡献
匹配、精神与物质并重、关爱与服务结
合的原则。健全抚恤优待标准动态调
整机制，确保抚恤优待保障水平与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国防和军队建设需要相
适应。

二是健全体制机制，适应国防和军
队建设新形势新要求。明确抚恤优待对

象范围和抚恤优待内容。明确管理体
制，规定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其他有
关机关、军队有关部门的抚恤优待工作
职责。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政责任。完善
评定烈士、发放残疾抚恤金等工作的军
地衔接机制。

三是增加抚恤优待措施，加大服务
保障力度。规定抚恤优待对象享受社会
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和相应的抚恤优待
待遇。通过向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的遗

属增发抚恤金，邀请抚恤优待对象参加
重大庆典活动等措施增强荣誉激励。建
立关爱帮扶机制，加大对特殊困难抚恤
优待对象的关爱帮扶力度。

四是优化抚恤优待程序，提高服务
能力和水平。明确一次性抚恤金的发放
程序，保障抚恤优待对象合法权益。细
化残疾等级评定的程序，增加补办评定
残疾等级的情形。

国务院、中央军委
公布实施新修订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新华社北京 8 月 12 日电（记者
刘诗平）记者 12 日从水利部黄河水利
委员会了解到，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
文站——利津水文站当日 8 时流量为
1850 立方米每秒。通过实施黄河水量
统一调度，黄河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
25年不断流。

1972 年至 1999 年的 28 年中，黄河
有22年发生断流。黄河断流直接影响
了沿线地区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给
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
带来严峻挑战。

根据国务院授权，黄委自1999年正
式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由国家统
一分配水量，流域机构负责组织实施，
省（区）负责配水用水，用水总量和断面
流量双控制，重要取水口和骨干水库统
一调度。

黄委统计显示，25年来，黄河干流
累计向流域及相关地区供水超过 5436
亿立方米，有效支撑了流域经济社会发
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黄河
实现连续25年不断流

新华社北京8月 12日电（记者
刘诗平）记者12日从水利部了解到，
未来一周，受强降雨影响，海河、黄河、
长江、珠江、辽河流域的一些河流可能
发生洪水过程，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水利部门正进一步加强防汛关键
期洪水防御。

水利部当日召开防汛周会商会
议，滚动分析乌苏里江、黄河流域北洛
河防汛形势，分析研判全国汛情发展
态势。据预报，未来一周，受强降雨影
响，海河流域滦河和潮白河、黄河流域
渭河、长江流域岷江、珠江流域西江干
支流、辽河流域辽河和大凌河、鸭绿江
可能发生洪水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
流洪水和局地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同时，乌苏里江干流洪水于12日5

时全线超警，预计14日前后将全线超
过保证水位，洪水过程将持续至8月下
旬；北洛河发生的高含沙洪水正向下游
演进，汇入渭河后进入黄河，三门峡、小
浪底等水库面临高含沙洪水考验。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
李国英表示，当前的防汛形势依然严
峻复杂，水利系统持续保持防汛关键
期工作机制和工作状态，落实各项防
御措施。更加关注今年多次发生洪水
的河流，更加关注每一局地发生的山
洪灾害风险。

目前，水利部门正着力抓好以下重
点，进一步提高防汛关键期防汛工作的
针对性、精准性、时效性：乌苏里江洪水
防御方面，紧盯并预测洪水演进过程，
提前研判风险，确保防御措施跑赢洪水

演进速度；北洛河洪水防御方面，加强
洪水监测，突出加强下游巡查防守，联
合调度三门峡、小浪底水库以及伊洛
河、沁河等黄河干支流水库群，科学实
施调水调沙；辽河、大凌河洪水防御方
面，有针对性地提前采取防御措施，确
保堤防不决口；其他河流洪水防御方
面，重点做好水库群科学调度，拦洪削
峰，尽可能减轻下游河道防洪压力。

山洪灾害防御方面，水利部门充
分发挥山洪灾害防御体系作用，加强
监测预报，严格落实临灾预警“叫应”
机制和“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
处、不擅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
施。此外，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后续台
风生成、发展态势和移动路径，提前做
好防范应对措施。

新华社北京8月 13日电（记者
樊曦）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获悉，自暑运启动以来，7月1
日至 8 月 12 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
客6.05亿人次，同比增长6.1%，突破6
亿人次大关，日均发送旅客1407万人
次。

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暑期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
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

运行。自8月10日起，全国铁路连续3
天发送旅客突破 1600 万人次，其中 8
月10日发送旅客1675万人次，8月11
日发送旅客1611万人次，8月12日发
送旅客1654.5万人次。

为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各地
铁路部门加强站车服务，强化路地联
动机制，全力做好旅客出行服务保障
工作。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乌兰
察布站积极协调当地公交和出租车运

营企业，统筹安排公共交通运力，方便
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国铁成都局
集团公司与南方电网贵州都匀供电局
加强协同联动，对都匀东站及管内贵
广、贵南等高速铁路沿线供电设施开
展安全巡查；国铁兰州局集团公司根
据客流变化，采取增开列车、编组重
联、满编运行和精准实施“一日一图”
等措施，做好铁路运输服务，最大限度
满足暑期旅客出行需求。

暑运以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6亿人次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记者 吴
雨 张千千）中国人民银行13日发布金
融统计数据显示，前7个月我国人民币
贷款增加 13.53 万亿元，其中企（事）业
单位贷款增加11.13万亿元。

数据显示，7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
余额251.11万亿元，同比增长8.7%。前
7个月，我国住户贷款增加1.25万亿元；
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11.13 万亿元，
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8.21万亿元。

在货币供应方面，7月末，我国广义
货币（M2）余额 303.31 万亿元，同比增
长6.3%；狭义货币（M1）余额63.23万亿
元，同比下降6.6%；流通中货币（M0）余
额11.88万亿元，同比增长12%。

另外，前7个月我国人民币存款增
加 10.66 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
8.94万亿元。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前
7 个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18.87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 3.22 万亿
元。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95.72
万亿元，同比增长8.2%。

前7个月
我国人民币贷款
增加13.53万亿元

防汛形势依然严峻

水利部门加强防汛关键期洪水防御

凌绥高速公路马道岭隧道贯通
这是8月13日拍摄的凌绥高速

公路马道岭隧道出口（无人机照片）。
8月13日，由中国铁建投资集团

投资、中铁二十局承建的凌绥高速公
路重难点工程、特长隧道——马道岭
隧道贯通。马道岭隧道位于辽宁省
葫芦岛市建昌县大屯镇，左线长
1638米，右线长1574米。

凌绥高速公路建成后，将为辽宁
省西部地区开辟一条新的出海通道，
对改善辽宁西部地区及内蒙古东部
地区交通状况，振兴东北老工业基
地，促进沿线地区资源开发和经济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