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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天气舞台毫无悬
念，每天从一大早开始，天气
就变着花样地“热”给你看。
截至昨天，高温已经“打卡”7

天， 高温黄色预警也连续 7
天拉响。 从 24 日开始，升温
势头来得更猛烈， 早晨最低
气温也攀升至 31℃以上。 然

而， 热了一周的高温并没打
算结束，本周高温“连续剧”
继续热播，应对高温天气，我
们需要打“持久战”。

晴热高温持续“炎值”再创新高
锡城上演《空调十二时辰》 谨防“空调综合征”

每天都是高温， 每天都有
人问“到底要热到啥时候？ ”目
前来看， 短期内受副热带高压
控制， 高温天气本周还是看不
到头， 本月底前最低气温在
30℃左右，最高气温可达 38℃
左右，城区还要更高一些，请大
家做好和高温打持久战的准
备，尤其是注意调整好情绪。在
满屏的“热热热”中也并非没有
好消息。 8 月 1 日以后，受来自
海上东南风影响， 高温天气略
有缓解，最低气温 28-29℃，但
最高气温还是在 35-37℃。 不
过，先别看到降温就激动，这次

降温顶多算“高温炉”上的“大
火”调到“中火”，防暑降温工作
仍不能松懈。

室外酷暑难耐， 不少市民
家中都上演了“空调十二时
辰”。日前中央气象台还发布了
一份“全国空调开机预警”，全
国 16 省市区急需空调续命。被
“副高” 牢牢掌控的无锡处于
“热到昏厥，空调续命”的最热
区间，不仅是白天开，晚上还要
连轴转， 需开启空调超长制冷
模式。 长期待在舒适的空调间
里容易得“空调综合征”，建议
大家在使用空调时， 空调温度

的设置最好以室内外温差以不
超过 5—8℃为宜， 室内温度不
低于 26℃，相对湿度 40—60%。
同时，每隔 3—4 小时应关闭空
调机，打开门窗，让室内空气彻
底流通， 这样可使空气质量相
对得到改善， 减少哮喘等呼吸
道疾病的感染。

此外， 空调过滤网如果长
时间不清洗的话，就会积上很
厚的一层灰，会影响我们的身
体健康。 建议每半个月清洗一
次空调滤网，去除滤网上堆积
的灰尘， 还卧室一个良好的空
气。 （蔡佳）

最近锡城的天气完全就
是前一天的翻版：以艳阳高照
开场，晴热维持，气温飙升，唯
一的区别就是有没有午后雷
阵雨。通常被雨水“局”到的地
区会短时降温，没有阵雨光顾
则“高烧不退”。 而且，如今户
外处处是马路汽车空调外机，
走到哪里都是热源，想要在户
外觅得一处避暑地实在是难。
不仅是白天热，晚上“蒸笼”的
火力也不减，夜间气温也维持
在 30℃以上，酷热难耐。

昨天一早，随着热情十足的
“太阳神”上班，高温继续当道。
太阳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慷慨

地向大地倾泻着过量的光与热，
即使偶尔有风，也架不住太阳的
热情。 上午 8 点半，实时气温已
经升至 32.6℃。 还不到中午 11
点，气温及突破 35℃高温线。 午
后气温更是收不住脚，14 点不
到已经冲到 37.8℃， 距离 38℃
仅半步之遥。当天午后最高气温
定格在 38.8℃，再创今年气温新
高。不过，高温天也有专属福利，
洁白的云朵被阳光照得通透，火
辣辣的太阳也晒出了无锡的“水
晶天”。到了傍晚，绚丽夺目的晚
霞不时“霸屏”。只是白天的高温
让人没有勇气走到户外，更无心
抬头欣赏天空。

最近几天，“热哭了”成
了大家的口头禅。 随着今年
以来范围最大、强度最强、持
续时间最长的高温闷热天气
上线，今年首个全国“热哭预
警地图”出炉。 从地图上看，

“高温战队 ”不断扩容，东北
地区跻身“热到膨胀 ”行列；
天津、河北东部、河南南部和
北部，四川东部属于“热到扭
曲”区域；广西东部、广东、海
南、福建西部等地占领“热到
融化”区域；湖南、江西、浙江
处于“热到蒸发”。 在这份“火
辣辣” 的地图中， 无锡处于

“热到融化”区域。

最高气温突破 38℃ 无锡跻身“热到融化”区

高温看不到头 8 月初“火力”有所下调

本报讯 （晚报记者 袁晓岚 / 文、摄） 曾经 9
次清淤 9 次返黑，被称作老城区水质最差、最难治
的“马桶河”———诸家桥浜，经过一年多开明河、加
顶管、放螺蛳、水循环等一系列“手术”后，终于又
现水清岸绿了。 作为无锡首条成功实施黑臭水体
水系沟通工程的河道， 今夏终于打破了“久治不
愈”的魔咒。 截至目前，整治后的诸家桥浜已消除
黑臭，连续近 4 个月未返黑，且今年汛期未受淹。

“已经 10 多年没见到这么清亮的河水了。 ”酷
暑清晨，趁着气温还不太高，家住芦村四区的陈老
先生拎着收音机， 一路溜达到诸家桥浜岸边小游
园，和几位老友在亭子碰头聊天。 陈老先生告诉记
者，这条河没整治前，河水又黑又臭，途经这里时
都会掩鼻快走， 能绕道的尽量绕道走。 在他印象
中， 最近 10 年来， 这条河几乎每年都会清淤但收
效甚微，没多久就返黑了。 而经过这一回的整治，
河道不臭了、水也变清了。 记者看到，沿河 200 米
的小游园，除了古色古香的廊亭外，花岗岩地砖平
整干净， 健身器材摆放有序， 居民们在此晨练休
憩。

梁溪区河长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说，500 多米长
的诸家桥浜是一条南北断头浜， 其南端通过管涵
连接芦村河， 此前诸家桥浜河水污染严重， 呈现
臭、黑、油等现象。 因历经 9 次清淤 9 次返黑，被称
作梁溪区水质最恶劣、最难整治、群众反映最强烈
的黑臭浜。 且在金城路下方以管涵、 箱涵交替存
在，过水断面太小，排涝能力不足，汛期时明河两
岸居民房屋有倒灌情况。

要消除黑臭， 首先控源截污要到位。 据介绍，
诸家桥浜涉及芦庄四区、五区，诸家桥、丁巷私房
等 5 个排水达标区块。“河内河外一同治理。 ”施工
方负责人徐钟宏告诉记者， 此次翻建雨污水管道
近 8000 米，新设了 3 座污水提升泵站，原先居民错
接的污水管道也进行了全面整改， 彻底截断了污
水入河通道。

“要想根治黑臭，不能简单地‘头疼医头、脚疼
医脚’。 ”梁溪区水利局负责人表示，根据前期多次
专家论证，最终决定采用废管涵，开明河的方式进
行治理：有条件的地方开明河，没条件的地方用顶
管。 去年 3 月，施工人员进场施工。 将金城路到芦
村河段原地下管涵改成了宽 5 米的明河， 同时废
除了金城路下方管涵， 通过在南端重新铺设一根
直径 2 米、长 300 多米的顶管，穿过金城路后连接
两端明河。

徐钟宏坦言， 整个工程最难啃的“硬骨头”就
是顶管。 为了开出这条明河，前后和河边 4 家汽车
4S 店协商不下百次， 局部拆迁问题成了最大拦路
虎。 为此还专程请来上海、江苏省的专家进行现场
论证。 考虑到顶管穿过建筑物、高架桥的地基，若
是按原设计方案实施风险较大。 最终决定将原有
的井口进行移位，并延长地下顶管。

由于北面是断头，为使河水加速流动，施工方
又在诸家桥浜最北端建设了一座“跌水槽”。“把芦
村河的水通过泵站引入跌水槽顶端进行翻水。 ”徐
钟宏介绍说，以此形成水循环后，诸家桥浜的水就
活起来了。 记者站在桥上朝北面看去，像极了一座
瀑布，整座“瀑布”与河面落差达 1.5 米。

畅流活水后， 如何使河道进一步提升自净能
力，完成生态修复？ 为此，施工方在诸家桥浜满铺
苦草的同时，又放入了 5 吨螺蛳。“苦草的水质净
化作用非常好。 ”徐钟宏告诉记者，业内用于净化
水质的苦草有好几种，他们通过“好中选优”最终
选用了这种。 苦草入河已有近三个月，河水透明度
得到了明显提升。 除了水生植物，投放的水生动物
选择了螺蛳，沿线均匀撒下去。 这种螺蛳要比普通
螺蛳小一点、尖一点，对水质净化效果非常好。 徐
钟宏透露说， 这一品种是水生态研究单位通过多
年试验研发出来的。 目前，诸家桥浜水循环系统稳
定，水质处于Ⅳ类左右。 下一步，河道内还将设置
物联网水质监测装置，一旦水质出现异常，将实时
提醒。

开明河、加顶管、水循环、投螺蛳、铺苦草……

老城区最“污”河浜打破“久治不愈”魔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