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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昨天，你有没有被各种
结冰的水管、水盆、湖面、喷泉惊艳到？
在强冷空气摧枯拉朽的横扫之下，昨日
徐家汇最低气温达到了-7.2℃，成为
1981年以来1月下旬历史同期最低气
温新纪录。而白天，最高气温也只有-
4.5℃，天空中明亮的太阳被网友戏称
为了“冰箱里的灯”。最新预报显示，
今天早晨申城将延续昨日严寒的势
头，市区最低气温仍可达-6℃，市民
早晨出门上班一定要注意保暖。

昨最低温-7.2℃最高温-4.5℃
受上游生成的冷流降雪影响，昨

天凌晨本市西部和南部地区出现了
短时小雪，其中金山、青浦有轻微积
雪并伴有道路结冰现象。伴随着刺

骨的寒风，强冷空气将申城变成了一
个巨大的“冰箱”。早晨全市气温普
遍降至-8℃至-6℃，崇明最低为-
8.5℃，市区徐家汇-7.2℃，突破了
1981年以来1月下旬历史同期最低
值，但尚未达到自1873年有气象记
录以来的同期极值（1916年徐家汇
最低气温曾达-10.6℃）。

如此低温之下，以往在申城罕见
的结冰现象“批量”上演：水管、水盆、
湖面，甚至花瓶、鱼缸都结了冰。而
更让人咋舌的是，整个白天结冰的地
方都看不到自然解冻的迹象。

气象资料统计显示，昨天白天中
心城区徐家汇站最高气温仅-4.5℃
（8-16时数据统计）；各区县在-6℃
至-4℃之间。全天气温都在冰点以
下，天空中洒下来的阳光虽然明媚却
丝毫感觉不到温暖，网友于是纷纷调

侃：“今天上海的太阳只是冰箱里的
灯。”

在低温的同时，昨日呼啸的北风
也让市民体验了一番“寒风似刀”。随
着补充南下冷空气影响，昨天早晨起
申城内陆地区风力增大到7～8级，
长江口区和沿江沿海地区阵风8～9
级。在大风的呼啸中，不少小区树上
的柚子掉落一地，甚至路边的垃圾桶
也被吹倒，引来市民感叹：比台风时
还厉害。

今明仍“冰冻”周三起迎雨水
今天是新一周的首个工作日，申

城仍将是天寒地冻。最新预报显示，
今天早晨申城最低气温仍在-8℃
至-6℃，有严重冰冻，白天最高气温
在1℃左右，体感寒冷，市民早晨出
门要做好防寒保暖措施。明天早晨

受辐射降温影响，最低气温在-5℃
至-3℃，郊区最低-7℃至-5℃，仍有
严重冰冻，不过白天起气温逐渐回
升，最高气温可达到5℃左右。风力
方面，今天申城风力会减小，转偏西
风4-5级阵风6级，长江口区5级阵
风6-7级。

气象部门表示，今明两天晴冷之
后，周三起申城气温将进一步回升，
预计周四周五最高气温将回升至
10℃左右，体感明显回暖。不过，在
回暖的同时天气将转为阴雨模式，预
计周三起将有一段为期5-6天的阴
雨天，目前来看，周四、周五的雨水或
可达中雨量级。

此外，今天夜间到周三，受静稳
天气和周边近距离输送共同影响，上
海将有一次轻度-中度污染过程，有
轻微-轻度霾，市民要注意适当防护。

昨日-7.2℃！1981年以来1月下旬最低值

今最低温-6℃ 周三转阴雨模式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昨天，在“霸王级”寒潮
肆虐中2016年春运拉开序幕，在40
天里累计将有1100万名旅客搭乘列
车离开上海。目前，春运客流相对平
稳，昨日三大站增开列车35趟，今天
计划增开45趟。

青年报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
面对春运首日就遭遇极寒天气，铁路
上海站各站区根据客流情况，主动将
营业时间调整到“春运档”，最大限度
提高候车室使用效率，在能力允许的
情况下，实行不限时候车。目前，上
海站、上海南站通宵开放，上海虹桥
站1月30日后也将实行24小时“不
打烊”。此外，车站空调维保人员提
高巡检设备机房频次，每天定点到现
场实测室温，使候车区室温基本保持
在20℃左右。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虹
桥站首次推出了温热直饮水。春运
期间，铁路上海站三大站区的重点旅
客候车室和爱心服务区，还免费为老
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供应暖心姜茶。

数据显示，春运第一天，铁路出
行客流比较平稳，三大火车站全天预
计发送旅客29.45万人次，其中上海
站9.6万、上海南站5.3万、上海虹桥
站14.5万。为此，昨日三大站共增
开列车 35 趟，其中上海站增开 11

趟，主要为成都、阜阳、郑州、西安等
方向；上海南站增开8趟，主要为成
都、重庆、贵阳、九江等方向；上海虹
桥站增开16趟，主要为汉口、合肥、
郑州、贵阳、南昌等方向。

铁路部门表示，今日铁路客流仍
将比较平稳，三大火车站全天预计发
送旅客30.76万人次，其中上海站9.7
万、上海南站 5.5 万、上海虹桥站
15.56万。今日共计增开列车45趟，
其中上海站增开20趟，主要为成都、
阜阳、郑州、西安、徐州等方向；上海
南站增开9趟，主要为成都、重庆、贵
阳、九江等方向；上海虹桥站增开16
趟，主要为汉口、合肥、郑州、贵阳、南
昌、怀化等方向。明日全站计划增开
列车46趟。

青年报记者另从上海机场方面
了解到，虽然昨天申城气温降至零下
六七摄氏度，但机坪上干冷、风大，浦
东、虹桥两大机场跑滑道不需要除
冰，因此航班运行总体比较正常，只
有部分早航班因为飞机需要除冰有
短时间延误。

此外，长途客运方面，由于一些路
段存在道路结冰，春运首日浙江、安徽、
江西等方向部分班次暂停。长途客运
部门表示，由于目前尚未到旅客出行高
峰，而且未来几天天气将逐渐转暖，因
此旅客出行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 一个周末的急速降温让
上海进入“速冻”模式，各个区县也
在积极抗寒抗冻。普陀区出动各
个职能部门，清除武威路跨线桥、
真南路跨线桥、白丽大桥等 14 座
桥梁上的冰雪，清扫西康路等 3 座
人行天桥，清除祁连山路下立交
等 6 处下立交冰雪。一共出动应
急人员650 余人次，卡车铲车等80
余车次，工业盐6吨，草包编织袋等
300余只。

而在普陀曹杨街道，一位耄耋老
人顾奶奶有一个“暖心”举动，她正在
赶织100件手工毛衣，要将“温暖牌”
毛衣送给需要帮助的人。

最近遇到寒潮来袭，顾奶奶更是
加紧赶织，有时甚至凌晨2：00就起
来织毛衣，并且一织就是十几个小
时。在顾奶奶的感染下，曹杨街道的
志愿者也加入到编织的队伍里。顾
奶奶说，他们在寄毛衣前会一件一件
地清洗消毒，一捆一捆地熨烫打包，
让孩子们收获一份礼物，“我相信这
些‘爱心’毛衣一定会给这些孩子带
来温暖和希望。”

而在金山，菜农、果农也想方
设法为大棚内的蔬菜、水果“取
暖”。在廊下果蔬园内，不少蔬菜
大棚内已经搭起了一层薄膜小棚，
形成双层棚房。推开一间韭菜棚
房的大门能看到：内层的小棚薄膜
由钢架撑起，棚门则用木夹夹起。
取下木夹，进入棚内，一股股暖气扑
面而来。

“现在白天棚内的温度在20—
25℃，晚上在5℃左右，应该可以满足
蔬菜生长。”果蔬园负责人廖长贵说，
为进一步应对极端严寒，他们前晚已
在大棚里采取燃烧谷壳熏烟的措施
给大棚保暖。

而在吕巷函凌草莓园的大棚
里，老板胡海勇采取烧木炭的方式
为草莓大棚加温。胡海勇介绍，草
莓最低能在零下 2℃的环境生长，
低于零下2℃，草莓花就会被冻坏，
难以结果。

因此，他购买了900斤木炭为18
个草莓棚加温。“木炭主要是晚上烧，
一晚一个大棚大概要烧60多斤。烧
一晚，预计棚里的温度会上升2℃左
右，只要不到零下10℃，草莓渡过这
次寒潮天气没有问题。”

遇寒潮各区县积极“抗寒”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一股“霸王级”寒潮为上
海带来近30年同期最强冷空气，记
者从沪上各大医院获悉，冷空气导致
门急诊量激增，从急诊来看，主要为
心脑血管疾病与外伤病人增多。专
家提醒，心脏病患者在霸王级寒潮来
袭时，需注意“护心”。

1、防寒保暖。
大寒天气，生活上保暖防寒不可

少，应避免从暖和房间突然走出户
外，尤其是刮风下雨、阴冷天气时，外
出时应预先适应一下再出门，以防受
到冷空气侵袭。另外饱餐后不要外
出。因为饱餐后较多血液涌向胃肠
道，使心脏本身供血相对减少，易引
起血栓而诱发冠心病。

2、清淡饮食。
中老年心脏疾病患者在气温下

降时切勿过于劳累，及时增减衣物，
注意保暖，多喝开水，多吃一些容易
消化和富含营养的清淡食物，避免血

液浓缩，加重心脏负担。
3、适度运动。
早晨气温过低，也是心血管疾

病的高发时段。心脏病患者运动时
最好不要在低温天气下运动出汗。
可以选择走步、慢跑、长距离慢速游
泳、骑自行车、跳舞等低强度、长时
间的有氧运动，提高心脏病患者的机
体免疫力、增强心肺的功能、防止动脉
硬化、抗衰老、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
病率。

4、保持情绪稳定。
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患者，

更要特别注意避免诱发心梗的因素，
比如情绪紧张、劳累、过度用力如上
楼爬坡、排便等，而饱餐、寒冷、情绪
激动等，更是要远离。

5、掌握应急自救方法。
心脏病人冬季应随身携带常备

药品，备好心脏病常用急救药物。一
旦出现心绞痛，首先，患者必须马上
卧床休息，同时，舌下含服硝酸甘油
或消心痛，并立即拨打120。

春运首日三大站增开列车35趟

实行不限时候车 车站通宵开放

[措施]

[提醒] 寒潮来袭 注意护心

春运第一天大包小包准备坐火车的旅客。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